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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葡萄糖试验法
、

�� 氧试验法
、

�� 新试验

法的收载
、

�� 塑料容器试验法等

今后根据需要进行部分修改
。

此外
,

在第十一版改正 日本药局方的部

分修订中
,
对新规定品目的迫加原则上不予

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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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医院抗菌药物应用情况调查

解放军 于�� 医院 韩晋 罗莉
“

张海凌 陈
一

芬英 徐 丽 芬 袱嘉展

抗菌药物在临床用药 中占重要地 泣
,

据

� �� 在 �� 个国家 �� 所医院监测报告 �’� ,

在普通医院住院患者中 �� � 使用了抗 菌药

物
。

有关传染病医院抗菌药物的整体消耗状

况几乎未见报道
,

本文回顾性调查了某传染

病医院 �� 年来抗菌药物的消耗情况
,

结合临

床监测数据
,

讨论有关抗菌药物用量变化
、

品

种变迁等原因
,

前瞻性探讨抗菌药物在传染

病医院的应用趋势
。

一
、

调查方法

选择该院 � �
、

了。
、

� �
、

。� 年 � 月
, � �

、

了�
、

� �
、

� � 年 � 月
,
� �

、

� �
、

� �
、

� � 年 � 月
, � �

、

了�
、

�� 年 �� 月共计 � �个月的住院患者在档

病案
,

对其中使用过抗菌药物的病例
,

按年代

统计抗菌药物的使用品种及消托量
,

并 恨据

主要病种加以归纳
、

分析
。

二
、

结果

� � �  � � �  � 年间 � � 补月住院患者在 档

病案共计 � ,
了� � 例

,

使用抗菌药物者 � ,

拐 �

例
,

古患者总数的 � �
�

� � �
,

因 � � 年病案在

档率过低
,

因此本文仅对 � � � � � � � � � 年问 �

个月的住院患者共计 �
,

�� � 例进行了重点调

查
,

其中男性 �
, � � � 例

,

女性 � � � 例
,

住院期

间使用过抗菌药物者 � � � � 例
,

占住院患者总

数的 � �
�

� � �
,

使用的抗菌药物品种有 � � 类

� � 种
。

使用扰菌药物病例最多的 病种 主 要

为细菌引起的腹泻 �包括菌痢
, 肠炎

,

下同�

占� �
�

� � � ��
, � � �� �

, � �  � 和肝炎 �合并感染

者
,

下同�占 � �
�

�。� ���  � �
, �了� �其它传染

病�包括猩红热
、

伤寒
、

副仿寒
、

脑膜炎
、

流腮
、

麻 疹
、

乙 脑等 � 占 � �
�

�� � ���  � �
,

� � � �
,

另外麻疹占 �
。

� � � �� �� � �
, �了幼

,

腥红热占

空军上海诊一尼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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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耗量产片�

图 � 三种杭菌痢与肠 炎药物 使用趋势

�
。

� � � � � �� �
, � � � �

,

流腮 占 �
�

� � � � � ��

� , � � � �
。

若以消耗量计算
,

使用抗菌药物较多

的病种依次为
�

腹泻
、

肝炎
、

猩红热等
。

抗菌

药物用于治疗腹泻病人在不同年代的变迁情

况如图 � 所示
。

调查中还发现
,

传染病医院

有 �
�

� � � � � � � � �
,
� � � � 非传染病患者入院如

高血压
,

急性胃肠炎
、

肺炎等
,

其使用抗菌药

物比例为 �
�

��  � � �� �
, � � ��

三
、

分析和讨论

抗菌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与新药的研制

开发和细菌变异等因素密切相关
。

从本调查

结果来看
,

传染病医院抗菌药物的应用比率

远较普通医院为高
,

占住院患者的 � �
�

� � �
,

这与传染病医院收治病种特点有关
。

�� 年

代用于传染病治疗的抗菌药物品种只 有 ��

种
,

到 � � 年代 已增加到 �� 种
,

在传染病用药

品种明显增加的前提下
,

也有部分药物由于

其疗效差
、

抗菌谱窄或细菌耐药性 的产生等

原因而被淘汰或取代
,

如四环素
、

金霉素
、

合

霉素
、

��
� 、

吠喃西林等 � 另有一些品种如

土霉素
、

红霉素等用量则有逐渐减少而被淘

汰的趋势 � 青霉素 � 在腹泻和肝炎病人的用

量逐年增长
,

�� 年代是 �� 年代用量的 �
�

��

倍
,

是 �� 年代的 �
。

�� 倍
,

但增长的幅度有下

降趋势
,

而在其它传染病的应用上
,

�� 年代

用量仅为 �� 年代的 � � � 稍强 � � �
�

��  �
,

其

中猩红热的应用 �� 年 代 还不 及 �� 年 代 的

� � � � � �
�

� � � � � � � � � � � 瓶 �
,

原因在于金葡菌

对该药的耐药性逐渐增加
,

而引起腹泻和肝

炎并发感染的其它革兰氏阳性球菌对该药仍

比较敏感 � 氨带青霉素人均耗量 由 �� 年代的

�
�

� � 瓶陡然上升至 � � 年代的 � �
�

� � 瓶
,

比

�� 年代增长 �� 倍多
,

有 资 料表明 四 该 院

� � �  � � � � � 年间在肝炎并发败血症的 �� 例

患者中
,

共培养出细菌 �� 株
,

其中革兰氏阴

性菌 占 � �
�

��  
,

说明近年来肝炎合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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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中革兰 氏阴性菌的增多趋势
。

氨爷青霉素

和庆大霉素在传染病医院主要用于肝炎
、

肝

硬化病人的腹腔感染
,

目前仍作为常规联合

治疗或预防腹膜炎
,
但晚期肝硬化病人常出

现肝肾综合症
,

庆大霉素肾毒性较大
,

�� 年

代 以来
,

另一种氨基糖贰类抗生素新霉素用

量开始回升
,

它不仅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和

阴性菌有效且能减少肠道菌群产生氨
,

有利

于防治肝昏迷
,

为此今后有可能替代庆大霉

素 � 另外
,

目前对厌氧菌在肝 硬 化 腹膜炎

中所起的作用日趋重视
,

用 于 治疗厌 氧 菌

感染的灭滴灵用量亦随之增
一

长
,

但效果有时

并不确切
,

因此有必要寻找新的抗厌氧菌药

物
� ,

抗生素品种及用量的变化
,

在腹妈病人

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

在 �� 年代主要使 用合

霉素
、

金霉素
、

吠喃西林
、

四环素
、

土霉素
、

黄

连素
、

痢特灵和甲氧节胺嚓咤 �� ���
,

到了

了。年代
,

碘胺甲基嗜咤�� �
�

�被起用
,

而合霉

素
、

金霉素和映喃西林被淘汰 �进入 �� 年代
,

出现 了新一代哇诺酮类
,

而黄连素
、

� � �
、

痢特灵等药物以其三 十 年 来 疗效 较 为 确

切乏
�

’
心�且价格低廉 �三药相加的价格比每 片

毗呱酸还要便宜 � � � 较为适合我国国情 等

优点至今仍在临床发挥作用
。

值 得注意 的

是
,

唆诺酮类第二
、

三代产品以其抗菌谱广
、

抗菌作用强大
,

毒性低等优势
,

猛烈冲击医药

市场
,

品种不断更新
,

临床用量 日趋增长
,

今

后将有可能在传染病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

其它细菌性传染病如猩红热
、

伤寒
、

副伤寒等

的抗生素使用
,

随着细菌耐药情况和新的敏

感抗生素的问世而改变
,

总的变迁特点基本

同腹泻病人
。

非传染性疾病的用药不属本文

讨论范畴
,

但也从侧面反映 了传染病医院抗

菌药物的一个分配趋向
。

� �  � 年该院住院患者使用抗感 染 药 品

�主要为抗菌药物�金额占全年住院药品总额

的��
。

� � �
,

仅次于生物
、

生化制品���
�

�� � �

及热量
、

电介质类药品
�
���

。

� � � �的消耗额 而

名列第三
。

�� 年上半年与 � � 年同期相比
,

抗感染用药金额增长了 �
�

�� �
。

由此可见
,

抗菌药物在传染病医院临床治疗巾所 占的比

重及不可忽视的上升趋势
。

小结

纵观该传染病医院三十年米抗菌药物的

应用状况
,

基本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并与我

国国力相适应
。

尽管如此
,

三十年 来抗菌药

物的品种结构及消耗量的变迁仍 然 引 人注

目
。

特别是 幼 年代术 �� 年代初第三代哎酮

类最新产品甲氟呱酸
、

环丙氟呱酸用于治疗

腹泻临床 �肝炎用药品种 已由六
、

七十年代的

�种发昆到 �� 年代的 �� 种
,

这与世界各国在

使用执菌药物的质和量上不断变化的趋势例

是相吻合的
。

但是
,

由于抗菌药物 �为广泛应

用和不断开发
,

耐药菌株亦日益增多
,

目前临

床 已分离出对第三代头抱菌素和氟座酮类药

物耐药的革兰 氏阴性和阳性杆菌 〔。
’
� � ,

从而

加剧了发生新的院内感染的危险性
。

本调查

虽未直接涉及院内感染问题
,

但仅就该院住

院患者高比率使用抗菌药物及其消耗增长趋

势而言
,

足 以提示传染病医院当把加强和健

全细菌耐药性的临床监测与预防作为当务之

急并注重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方案的研讨与实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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