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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的应用情况。方法：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２２个临床科室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每年３月份的住院病历中随机调出共９３３份病历，以回顾性方式进行调查。结果：９３３份病历中，抗
菌药物的平均使用率为７２．５６％，人均用药天数及人均费用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论：该院抗菌药物的应用基本合
理。应进一步提高对合理用药重要性的认识，使抗菌药物的应用真正做到安全、有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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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对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部分住院患者使用抗
菌药物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旨在为临床合理用药和

科学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调查：从２２个临床科室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每年

３月份的住院病历中随机调出９３３份。由临床药师负
责查阅每份病历，了解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住院时

间、疾病诊断、抗菌药物（抗结核药、抗肿瘤抗菌药除

外）使用情况，包括品种、剂量、方法、使用天数及细菌

学检查、药敏实验结果等项内容，均按事先设计好的病

历调查表逐一填写并加以分析，药价按２０００年５月份
的标准零售价统一计算。

２　结果
２．１　患者的一般情况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见表１，
表２。

表１　住院患者一般情况

时间 调查人数 男 女 平均年龄／岁
１９９９年３月 ３０７ ２１２ ９５ ４０．１±１４．０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３００ １８２ １１８ ４１．６±１５．９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３２６ １９３ １３３ ４３．２±１３．６
合计　　 ９３３ ５８７ ３４６ ４１．６±１４．５

表２　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情况

时间
总人

数

抗菌药

例数 ％
单用

例数 ％
二联

例数 ％
四联

例数 ％
１９９９年３月 ３０７ ２４３７９．２ ９８４０．３ １１９ ４９．０ ２６ ０．７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３００ ２０９６９．７ １１４５４．６ ８３ ３９．７ １２ ５．７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３２６ ２２５６９．１ １２２５４．２ ８７ ４０．５ １６ ７．１
合计　　 ９３３ ６７７７２．６ ３３４４９．３ ２８９ ４２．７ ５４ ８．０

２．２　使用抗菌药物情况　见表３，４。
表３　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的人均用药天数及人均费用

时间 调查人数
使用抗菌

药人数

人均用

药天数
人均费用／元

１９９９年３月 ３０７ ２４３ ８．６１ ６１０．５６

２０００年３月 ３００ ２０９ ９．２０ ９５０．４８
２００１年３月 ３２６ ２２５ ９．６０ ９５４．２１
合计　　 ９３３ ６７７ ９．１４ ８３８．４２

　　本次调查的抗菌药物共１３大类５３个品种。各科

室使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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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细菌学检查及药敏结果

时间／年 调查人数
使用抗菌

药人数

细菌学检查及药敏

例数 ％
１９９９ ３０７ ２４３ ３０ １２．３４
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９ ２６ １２．４４
２００１ ３２６ ２２５ ２７ １２．００
合计 ９３３ ６７７ ８３ １２．２６

菌药物情况分别为：外科应用抗菌药物病例占５５．６％，
内科占５４．４％；人均费用外科居高，其中烧伤科、胸外
科人均费用居前两名。值得注意的是住院患者抗菌药

物的人均使用天数逐年增加，人均费用呈上升趋势。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院抗菌药物的应用基本合

理，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①我院抗菌药物的
平均使用率为７２．６％。较文献［１］介绍湖南统计的
８０％、浙江统计的８５．５％及我国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
用率的中位数７９％要低［２］，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抗

菌药物的人均用药天数及人均用药费用呈逐年上升趋

势。我国提出的基本药物选择标准是安全、有效、经

济。经济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药品的使用应与其临

床治疗作用和地位相称。提示我们应在保证治疗效果

的同时，缩短用药时间，控制预防性用药和高价格药

物，减少药费开支。②对细菌学检查及药敏试验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根据细菌学检查和药敏试验结果选择

或调整抗菌药物是临床医师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重要



依据之一。在临床治疗中，部分医生对病情复杂的患

者凭经验用药，根本不做细菌学检查。调查结果显示，

３ａ期间做细菌学检查的数量比例相差无几，提示应对
此项工作予以重视。③抗菌药物联合应用中存在一些
不合理现象。抗菌药物联合应用的目的是增强抗菌效

能，减少耐药菌株产生和副作用，但联合应用不当则降

低疗效或增加副作用。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有将快速

杀菌药与快速抑菌药合用，或有肾毒性的抗菌药物两

种并用的现象。还有个别患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

更换了７种抗菌药物而引起真菌感染。有些科室不根
据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给药，如青霉素每日１次，每
次４００万Ｕ静脉滴注。有文献报道［２］β内酰胺类抗生
素作为杀菌药，只有少量的浓度依赖作用，并且只产生

短期、甚至无持续效应。β内酰胺类抗生素最大效能
取决于给药间隔期药物浓度维持超出最低抑菌浓度

（ＭＩＣ）的时间。ｔ１／２介于１～２ｈ的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要使血药浓度超过 ＭＩＣ的时间延长，方法是少量多次
给药（包括静脉滴注给药）。青霉素 ｔ１／２仅为０．５ｈ，应
以８ｈ一次给药为妥。上述情况虽属个别现象，但应引
起高度重视，以免影响治疗效果。④合理应用抗菌药
物是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抗菌药物的品种、剂量

和给药方案的选择应在科学原则指导下进行。临床药

师要深入临床科室，与医师一起进行临床验证，分析对

比，选择出较好的治疗药物和合理的药疗方案，使抗菌

药物的应用真正做到安全、有效、经济，以取得最好的

医疗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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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门诊患儿抗生素类药物应用情况，评价使用的合理性。方法：回顾性调查重庆医科大学
儿童医院门诊患儿抗生素类药物使用情况。结果：４６４９张门诊处方中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率平均高达７１．１％，其
中单用一种抗生素的处方占３４．７％，两药联用占４０．０％，三药联用占１１．８％，四药、五药联用占３．１％。常用抗生
素类药物有磺棕合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等，氨基苷类药物用量较少。结论：该院抗生素类药物选用基本合理，

三药、四药联用占的比例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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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药品种类的不断增多，特别是抗生素类药物
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抗生素类药物使用量剧增［１］，滥用

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造成药品的浪费，增加患者经

济负担，而且不良反应增多，耐药菌株增加［２］。笔者就

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３个月的门诊处方中抗生素类
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随机抽取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 １９９９年 ８月、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的门诊处方共４６４９张，统计
处方中抗生素类药物的处方数、药物种类、配伍方式，

计算抗生素类药物的处方比例，单用、联用的使用率，

并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抗生素类药物的处方情况　见表１。可以看出，
抗生素类药物使用率平均为７１．１％，其中单用率为３４．
７％，联合用药率高，三联和四联用药率平均为１４．９％。

表１　抗生素类药物的处方情况调查

时间

年

处方数

张

含抗生素

处方 ％
抗生素

种类

单用

处方 ％
二联

处方 ％
三联

处方 ％
四联

处方 ％
五联

处方 ％
１９９９ １２２８ ９０７ ７３．９ ２４ ３７２ ４１．０ ３７６ ４１．４ １４０ １５．５ １９ ２．１ １ ０．０８
２０００ １５１１ １０４４ ６９．１ ２４ ２６２ ２５．１ ３３２ ３１．８ ９５ ９．１ ３０ ２．９ ３ ０．２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１０ １３５４ ７０．９ ３０ ５１６ ３８．１ ６３４ ４６．８ １４８ １０．９ ５７ ４．２ ０ ０．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