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3 年 11 月第 30 卷第 11 期                            Chin JMAP, 2013 November, Vol.30 No.11        ·1257· 

三级综合医院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 
  

薛加林，张艳，杨玲，王华富*，林慧萍(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嘉兴医院，浙江 嘉兴，314000) 

 
摘要：目的  探索一种科学、客观、高效的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综合管理体系，加强笔者所在医院抗菌药物的管理，进一

步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依托医院信息系统(HIS)数据资源和 Rule Builder 开发工具，依据《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指标》

的计算方法，研发一套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对应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前后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使用强度(AUD)、

抗菌药物使用费用占药品费用百分率和抗菌药物使用合理率进行比较。结果  在应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前抗菌药物

使用率和使用费占药品费用百分率分别为 59.26%和 18.13%；应用后分别下降到 51.53%和 15.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抗菌药物使用强度(AUD)也与应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前相比，下降了 14%；抗菌药物使用合理率由 81.07%

上升到 93.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21.18，P<0.000 1)。结论  应用依托 Rule Builder 构建的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

可有效提高全院抗菌药物使用的管理质量与统计效率，进一步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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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 scientific, objective, efficient hospit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To enhance antimicrobial management of our hospital, further promote effectively rational use of drugs. 
METHODS  Research and develop a set of antimicrobial drugs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relying on HIS date and Rule 
Builder, based on calculate methods of rational drug use indicator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compare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AUD, the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fees accounted for the percentage of drug costs and antibacterial 
drug use reasonable rate of us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of antimicrobial drugs. RESULT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antibiotics and the reasonable rat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were 59.26% and 18.13% respectively before using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then after using the system the rate were 51.53% and 15.41%(P<0.01). And the AUD declined by 14%. The 

reasonable rat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increased from 81.07% to 93.13% (2 =21.18，P<0.000 1). CONCLUSION  Carrying on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of antimicrobial drugs relying on Rule Builder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statistical efficiency of the hospital-wide use of antibacterial drugs, then promot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antibacterial drugs. 
KEY WORDS: HIS; rational drug use; antibacterials;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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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卫生部要求，医疗机构要贯彻落实《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1-4]

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全面梳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和临床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目前医院对抗菌药物监

控缺乏有效的管理模式，多采用单指标进行人工

监控，职能部门进行管理的模式，存在效率低、

监控不到位，分析不合理等缺陷。因此，笔者所

在医院临床药学科充分利用现有的 HIS 数据资源

和 Rule Builder 开发工具，依据《医疗机构合理用

药指标》的计算方法，研发一套便捷、高效地完

成数据统计和结果分析的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

(以下简称“综合管理系统”)。从 2012 年 6 月起

采用该体系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进行监控和管

理，取得较好的效果。 

1  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的设计 

1.1  综合管理体系结构 

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由医务处、质控处、临

床药学科、医院感染管理科、临床科室抗菌药物合

理使用管理考核系统和治疗小组考核系统组成。 

1.2  综合管理体系的建立 

本研究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以现有的 HIS

数据资源和Rule Builder开发工具为基础，根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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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1-4]、《2011 年全国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5] 、《三级综

合医院等级评审标准和细则》[6] 及系列政策法规，

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医院近 2 年医

院的抗菌药物管理模式，通过 Rule Builder 设计用

药规则数据库，邀请本院及外院抗感染专家评议

后， 终形成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该综合管

理体系是由一组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并能较完整地

表达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的指标组成，主要指标包

括抗菌药物使用率、抗菌药物使用强度(antibiotics 

use density，AUD)、抗菌药物使用费用占药品费用

百分率和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以上的评价指标

为科室和个人绩效考核系统、医院抗菌药物管理

系统共享的。医院质量管理考核系统增加了抗菌

药物使用情况分析和反馈功能模块，并与 HIS 和

电子病历系统联网以便医生及时查看相关信息。 

1.3  考核方法  

每月由临床药学科依靠抗菌药物综合管理平

台实时监控反馈给临床科室和治疗小组，对抗菌

药物处方采取临床药学、院感部门综合分析后，

将不合理处方反馈给质控部门进行通报，并对不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排名前十的临床科室进行一次

绩效考核，在考核科室的过程中涉及到医疗小组

问题，通过医院质控管理系统自动提取数据到科

室和小组绩效考核系统内，每次考核结果均进行

汇总和反馈。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分配挂钩。 

2  资料和方法 

2.1  病历调查 

2.1.1  调查方法  对照组：抽取使用综合管理体

系前笔者所在医院 2012 年 1—5 月全部出院病历，

以及各科室每月 10—15 日使用抗菌药物出院病历

填写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调查表。干预组：

抽取使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后笔者所在医院

2012 年 6—10 月全部出院病历，以及各科室每月

10—15 日使用抗菌药物出院病历填写住院患者抗

菌药物使用情况调查表。所有入组患者均填写知

情同意书，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2.1.2  调查内容  分别对抗菌药物使用率、AUD

和人均使用抗菌药物费用进行分析，评价抗菌药

物使用情况；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抗菌药物消耗量

(累计 DDD 数)×100/(同期收治患者人天数)；同期

收治患者人天数=同期出院患者人数×同期患者

平均住院天数。根据设计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调查

表评估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 

2.2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包建立数据库进行资

料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抗菌药物使用率   

使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后与使用前相比

较，笔者所在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下降 7.7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2=160.26，P<0.000 1)，结果见表 1。 

表 1  综合管理体系前后抗菌药物使用率 

Tab 1  The rate of antibiotics use before and after us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例 
项目 

出院病例

总数/例 使用 未使用 

抗菌药物

使用率/ %

对照组 12 837 7 607 5 230 59.26 

干预组 13 726 7 073 6 653 51.53 

3.2  AUD  

使用综合管理体系前 AUD 为 55.48，使用综

合 管 理 体 系 后 全 院 抗 菌 药 物 使 用 强 度 为

41.48 DDD·(100 人天)1，使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

体系后与使用前相比较下降了 14%，结果见表 2。 

表 2  综合管理体系前后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Tab 2  The intensity of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before 
and after us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项目
累计 

DDD/g

同期出院患

者人数/人

同期患者平均

住院天数/d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DDD·(100 人天)1

对照组 83 468.05 12 837 11.72 55.48 

干预组 69 808.42 13 726 12.36 41.48 

3.3  人均使用抗菌药物费用   

使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后与使用前相比

较，抗菌药物使用费用占药品费用下降了 2.72%，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2=21.18，P<0.000 1)，结果见表 3。 

表 3  综合管理体系前后抗菌药物使用费用 

Tab 3  Antimicrobial drug costs before and after us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项目
药品使用总费用/

万元 

抗菌药物使用总费用/

万元 

抗菌药物使用费占

药品费用百分率/%

对照组 8 112.33 1 470.50 18.13 

干预组 7 883.96 1 215.13 15.41 

3.4  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   

使用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后与使用前相比

较，抗菌药物使用合理率升高 12.06%，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10.52，P<0.01)，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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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综合管理体系前后抗菌药物使用合理率 

Tab 4  Antimicrobial use reasonable rate before and after 
us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项目 
监测例数/ 

例 

使用合理例数/ 

例 

不合理例数/ 

例 

合理率/ 

% 

对照组 169 137 32 81.07 

干预组 160 149 11 93.13 

4  讨论 

   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对几乎所有抗

菌药物耐药的多重耐药细菌，人类再次面临感染

性疾病的威胁，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

卫生部高度重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工作，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从近几

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和细菌耐药监测情

况发现，我国在抗菌药物使用方面，还需严格管

理控制管理。有研究报道，我国医院抗菌药物使

用率为 70.24%~79.50%[7]，远远高于国外相关报道

的 28.2%~31.0%[8-9]。 

传统合理用药软件实现用药合理性审查通常

采用数据库引擎技术，必须要软件工程师来实现

用户的需要。而临床用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随时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医院管理的要求进行调

整，特别是临床存在合理的“超说明书用药”的

情况。而本研究使用的 Rule Builder 系统由于采用

了可视化的智能推理机技术，使得系统的任何调

整无需求助 IT 人员，专业药学人员只要通过简单

定义规则图就能方便地实现前面说的各项需求。

Rule Builder 结合 HIS 系统能够实时提供临床用药

风险提示、临床用药分析评价、处方点评的功能，

同时临床药学管理人员更可以通过对用药知识库

的调整，根据医院实际对临床用药进行实时干预

和管理。从而形成从一个完整审查规则和分析方

法(Plan)设定到实时审查(Do)，再到分析(Check)，

然后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干预(Action)，具有完整的

PDCA 循环特征的合理用药管理流程。  

因此，笔者所在医院在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

理中，采取信息化手段与行政干预相结合的做法，

从院级层面集合医务处、质控处、临床药学科、

医院感染管理科等多部门力量，利用新政策新知

识、采用 新信息，首次用到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监测住院人群，测算住院人群暴露于抗菌药物的

广度、强度。本研究在 HIS 的基础上，利用 Rule 

Builder 开发工具，研发一套便捷、高效地完成数

据统计和结果分析的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抗

菌药物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了实时监测、信息化管

理。临床药师能随时、实时查询到住院患者抗菌

药物使用情况，可将检查结果及时进行反馈，给

相关职能部门。此外，本体系将考核指标和医护

人员的奖金挂钩，激发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

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管理，有效促进

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从各项结果可以看出，在医院抗菌药物综合

管理系统实施前，2012年 1—5月抗菌药物使用率、

AUD、抗菌药物使用费占药品费用百分率均较高，

抗菌药物使用合理率偏低，存在不合理使用现象。

综合管理体系实施后，不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病例

逐月减少，抗菌药物使用率、AUD、抗菌药物使

用费占药品费用百分率均有所下降，抗菌药物使

用合理率也逐步上升。抗菌药物使用减少，逐步

规范，抗菌药物综合干预措施起到了较好的管理

效果。 

综上所述，应用依托 Rule Builder 构建的抗菌

药物综合管理体系，可有效提高全院抗菌药物使

用的管理质量与统计效率。抗菌药物使用信息的

提取、回顾、快捷查询以及数据的准确和全面，

促进了医院用药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基于 Rule 

Builder 构建的抗菌药物综合管理体系是信息化时

代医院发展的必然趋势，能更加系统、科学地分

析医院抗菌药物使用和管理的工作现状，为管理者

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全面提高医院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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