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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临床用药方案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经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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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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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

种不同的临床治疗方案用于社区获得性肺炎"

F)W

%治疗的经济效果'方法
!

运用药物经济学成本
7

效

果分析法对美洛西林钠静脉滴注"

)

组%&美洛西林舒巴坦钠静脉滴注"

(

组%&头孢美唑静脉滴注"

F

组%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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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物治疗方案成本分别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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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细菌清除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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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7

效果比分别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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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分别为
3%R

&

3'R

&

3-R

"

!

$

&#&$

%'结论
!

综合考虑美洛西林舒巴坦钠静脉滴注为

F)W

治疗较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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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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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感染中#社区获得性肺炎$

F)W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

社区感染(

!

)

#根据抗菌药物的临床指导原则(

"

)以及
F)W

治疗

指南(

%

)

#本地区'本医院的抗菌药物资源情况和本系统的耐药

性预警机制#在本院的临床上#其治疗方案较为多样*本文运

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对其中采用
%

种抗菌药物的临床方案治疗

F)W

进行了成本
7

效果分析#为优化治疗方案和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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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选择了
"&&3

年
!

"

!&

月在本院住院

的
F)W

患者的临床资料#临床表现有发热'寒战'咳嗽'呼吸困

难等症状#经影像学技术
P

线摄片'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病原

学痰涂片'血培养诊断#其患者的体征符合细菌性肺炎诊断标

准需进行静脉抗感染治疗*共抽取病例
!.'

例#其中对
(

7

内酰

胺类药物过敏的病例'

./?

内用过其他抗菌药物的病例'中途

自动放弃治疗的病例'以及有合并有其他疾病的病例共计
-&

例被排除*其余
/'

例被分成
)

'

(

'

F%

组#其中
)

组
%&

例#

(

组
"3

例'

F

组
"/

例*

%

组患者平均年龄$

-'#$d'

&岁#性别'病

理诊断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

!

治疗方法
!

)

组给予美洛西林钠$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

公司#每支
!#$

E

#

%$#/&

元"支&静脉滴注治疗#给予
%#&

E

#

%

次"天%

(

组给予美洛西林舒巴坦钠$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

司#每支
!#"$

E

#

$.#&&

元"支&静脉滴注治疗#给予
"#$

E

#

"

次"

天*

F

组给予头孢美唑$四川合信药业有限公司#每支
!#&

E

#

-&#&&

元"支&静脉滴注治疗#给予
"#&

E

#

"

次"天*疗程均
'

"

!&0

*

%

组溶媒为
&#3R

氯化钠注射液或
$R

"

!&R

葡萄糖注

射液#均价为
.#//

元"袋*

@#B

!

疗效评价标准
!

根据卫生部1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2按用药后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分痊愈'显效'进步和

无效
.

级评定*痊愈和显效合计为有效#据此计算有效率*

@#E

!

细菌学评价标准
!

清除'未清除'替换$痰培养原致病菌

消失但又分离出新致病菌&

%

级标准评定并计算细菌学清

除率*

A

!

结果

A#@

!

医疗疗效
!

)

组有效率为
3%R

%

(

组有效率为
3'R

%

F

组有效率为
3-R

*各组药物总有效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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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方案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R

&

)

组
%& "! ' ! ! 3%

(

组
"3 "" - & ! 3'

F

组
"/ "& ' ! & 3-

A#A

!

细菌等评价
!

本文
/'

例患者痰细菌培养共分离出
3"

株

细菌#即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绿脓

假单胞菌等#

)

组分离出细菌
%!

株#清除
"/

株#清除率为

3&#%"R

%

(

组 分 离 出 细 菌
%"

株#清 除
%!

株#清 除 率 为

3-#/&R

%

F

组分离出细菌
"3

株#清除
"'

株#清除率为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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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细菌消除株数比较$株%

致病菌
美洛西林钠

株数 消除 未消除 替换

美洛西林舒巴坦钠

株数 消除 未消除 替换

头孢美唑

株数 消除 未消除 替换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 & & ! ! ! &

肺炎链球菌
! ! & & % % & & " ! & &

肺炎克雷伯杆菌
' ' & & . . & & . . & &

大肠埃希菌
!! !& ! & / / & & 3 3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 % " ! & . . & !

不动杆菌
% % & & " " & & " " & &

黏质沙雷菌
& & & & ! ! & & ! ! & &

败血变形杆菌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3 "' ! !

细菌消除率$

R

&

3&#%" 3-#/ 3%#!&

%

组细菌清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A#B

!

不良反应
!

)

组病例中有
!

例轻微的恶心'呕吐%

F

组病

例中有
!

例轻微腹泻*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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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确定(

.7$

)

!

成本
7

效果分析是药物经济学常用和主

要的评价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寻找达到某一治疗

效果时费用最低而患者最满意的治疗方案*这也符合医疗改

革所提倡的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使患者得到最佳治疗效果和

最小的经济负担的基本要求*

成本
,

直接成本
[

间接成本
[

不确定成本*

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成本因患者不同极难计量#不予考虑*

直接成本包括药费'检验费'住院费'治疗费*直接成本中的检

验费'住院费'治疗费因为住院的时间相差不大费用一致*对

于发烧'咳嗽所用的对症药物#如!复方甘草合剂'柴胡等药物

因费用太低#也不计算在内*故本文所计算的成本仅为以下
%

种药物的费用*为了使分析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药物

费用按
"&&3

年
!&

月的价格计算#

)

方案成本
,

$

%$#/&Y"Y

%[.#//Y%

&

Y/,!/%$#$

元%

(

方案成本
,

$

$.#&&Y"Y"[

.#//Y"

&

Y/,!/&-#/

元%

F

方案成本
,

$

-&#&&Y"Y"[

.#//Y"

&

Y/,!33/#!

元*

A#I

!

成本
7

效果
!

成本
7

效果比就是将疗效与治疗成本联系在

一起即
F

"

G

计算#同时以最低成本为参照#其他两种方案与之

对比得
#

F

"

#

G

#此数值越低#则表明增加效果所需的追加成

本越小#该方案的实际意义越大(

-7'

)

*本文以成本最低的
)

方

案作为参照*见表
%

*

表
%

!!

%

组成本
7

效果分析比较

组别 成本$

F

&"元 疗效$

G

#

R

&

F

"

G

#

F

"

#

G

)

组
!/%$#/& 3% !3#'.

!

Z'#"$

(

组
!/&-#/& 3' !/#-% Z

F

组
!33/#!& 3- "&#/% Z!3!#%

!!

Z

!此项无数据*

A#J

!

敏感度分析
!

不同的患者群体或在不同的医疗单位治

疗#所产生的费用可能不同#其治疗的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

所以需要采取某些假设或估算数据作为计算依据*而敏感度

分析就是为了验证不同假设或估算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

!

)

*

在本研究中#只关注了药品费用的波动#因此#假设药品价格下

调
!&R

进行敏感度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

组敏感度分析比较

组别 成本$

F

&"元 疗效$

G

#

R

&

F

"

G

#

F

"

#

G

)

组
!-$"#"& 3% !'#''

!

Z-#$%

(

组
!-"-#!& 3' !-#'- Z

F

组
!'3/#%& 3- !/#'% Z!'"#"&

!!

Z

!此项无数据*

B

!

讨
!!

论

从表
!

'

"

可以看出#

%

种治疗方案均无显著的不良反应#

安全性佳'治疗效果好#均是可行的治疗方案*但其中
(

组的

有效率达到
3'R

#细菌清除率达
3-#/&R

#比其余两组高#应是

最佳的治疗方案*从表
%

可以看出#

(

组的成本为
!/&-#/

元#

产生单位效果的成本是
%

个组中最低的*从表
.

可知#敏感度

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分析结论*

本研究
(

组采用药物为美洛西林舒巴坦钠注射液#该注

射液为美洛西林钠和舒巴坦钠按
.V!

的比例组成的复方制

剂*美洛西林钠为
(

7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一种#由德国拜耳公

司首先研发和生产#主要通过干扰细菌细胞壁的合成而起杀菌

作用#吸收快#血药浓度较高#血浆蛋白结合率较高(

/

)

%美洛西

林抗菌谱广#毒副作用较小#已成为较为常用的抗菌药物(

37!&

)

*

舒巴坦钠是由美国辉瑞公司研制成功的一类
(

7

内酰胺酶抑制

剂(

!!

)

%舒巴坦钠自身没有抗菌活性#但具有较强的抑酶作

用(

!"

)

*

(

7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与舒巴坦钠联用能有效治疗产酶

耐药菌株感染(

!%

)

*美洛西林舒巴坦钠复合制剂是通过抑制
(

7

内酰胺酶#使美洛西林对众多产酶革兰阳性菌'阴性菌和厌氧

菌作用增强#不但提高抗铜绿假单胞菌的广谱抗菌活性#而且

拓宽了包括产
(

7

内酰胺酶的抗菌谱*相关抑菌及临床研究标

明#美洛西林舒巴坦钠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7!$

)

*

因此#综合考虑疗效和经济成本#

(

组可作为治疗
F)W

最

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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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治疗方案仅以本院临床药物治疗为基础#采用药物经济

学方法拟出的最佳给药方案#可为临床合理用药和治疗提供参

照依据#但具体应用中#应结合临床实际#灵活掌握运用*

参考文献"

(

!

) 孔晓东
#

药物经济学!概念#方法和应用(

`

)

#

国外医学药

学分册#

!33.

#

"!

$

!

&!

!%7!/#

(

"

) 夏国俊
#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S

)

#

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

"&&.

!

!#

(

%

)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

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

指南(

`

)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

"3

$

!&

&!

-$!7-$$#

(

.

) 胡善联#刘宏波
#

枸橼酸铋钾'克拉霉素和替硝唑治疗消

化性溃疡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

)

#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

#

"!

$

'

&!

%3'7%33#

(

$

) 何志高#张玲#周东
#

药物经济学国外研究现状及国内运

用中存在的问题(

`

)

#

中国药房#

"&&!

#

!"

$

!"

&!

'&/7'!&

(

-

) 张青#党廷海
#

成本
7

效果分析在
%

种肺癌化疗方案中的

应用(

`

)

#

中国药房#

"&&&

#

!!

$

!

&!

"%7".#

(

'

) 吕建平#张耀泉#区梅芳#等
#

中'西药
"

种方案治疗精索

静脉曲张不育症的成本
7

效果分析(

`

)

#

中国药房#

"&&$

#

!-

$

-

&!

.%-7.%/#

(

/

)

(109

D

cW

#

WA68#S9a<1+2<<26

!

26I2>=15>K02951@A69J

C=1A075

;

9+>=KB

;

962+2<<26

(

`

)

#)6>2B2+=1C )

E

96>5F?97

B1>?9=

#

!3''

#

!!

$

!

&!

'.7'3#

(

3

) 毛洪奎
#

新的半合成青霉素
7

美洛西林(

`

)

#

上海医药#

!33&

#

!!

$

"

&!

!'7!3#

(

!&

)王太岑
#

美洛西林钠的药理和临床(

`

)

#

国外医药抗生素

分册#

!3/3

#

!&

$

-

&!

.%!7.%-#

(

!!

)

FAB

;

1<27H2+?A=05TS

#

(=1

E

096H]#OK<CA+>AB

"

AB

;

2+2<7

<26#)=9I29J1@2>5A6>2CA+>9=2A<A+>2I2>

D

#

;

?A=BA+1N269>2+

;

=1

;

9=>295

#

A60>?9=A

;

9K>2+K59

(

`

)

#T=K

E

5

#

!3/'

#

%%

$

-

&!

$''7-&3#

(

!"

)

(K5?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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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K=69=U*#)+>2I2>

D

1@!%

(

7<A+>AB

A

E

96>5+1BC2690 J2>? (H*."'!$A

E

A265>

(

7<A+>ABA59

;

=10K+26

EE

=AB769

E

A>2I9CA+>9=2A+1B

;

A=90>1+1BC26A7

>2165J2>?+<AIK<A62+A+20

#

>Aa1CA+>ABA605K<CA+>AB

(

`

)

#̀

)6>2B2+=1CF?9B1>?9=

#

!33%

#

%!

$

!

&!

/37!&%#

(

!$

)

S1?A6>

D

O

#

O26

E

?A<H

#

O110O

#

9>A<#F1B

;

A=A>2I926I2>=1

A+>2I2>

D

1@C9>A7<A+>AB

"

C9>A7<A+>ABA5926?2C2>1=+1BC26A7

>2165A

E

A265>

E

=AB 69

E

A>2I9CA+>9=2A

(

`

)

#L602A6` S90

H95

#

"&&$

#

!""

$

$

&!

."$7."/#

$收稿日期!

"&!&7&37!"

!

修回日期!

"&!&7!!7".

&

$上接第
//'

页&

!!

+165965K55>A>9B96>#)B9=2+A68?1=A+2+O1+29>

D

$

)8O

&

(

`

)

#GK=H95

;

2=F=2>FA=9S90

#

"&&&

#

!-!OK

;;

<!

!

-.-7

--.#

(

.

) 刘建辉#孙志平#马玉腾#等
#

百草枯中毒大鼠急性肺损伤

时
]̂7

.

(

抑制剂对中性粒细胞凋亡的影响(

`

)

#

陕西医学

杂志#

"&&3

#

%/

$

%

&!

"/"7"/.#

(

$

)

\?99<9=TO

#

\16

E

UH#U9A>5?1+N=95

;

1659A60A+K>9

<K6

E

26

4

K=

D

(

`

)#

=̂99HA02+(21<S90

#

"&&'

#

."

$

!

&!

!7!.#

(

-

)

\9255ec

#

SA<1

D

A6)

#

8Aa9<AA=̀

#

9>A<#)0961I2=A<>=A657

@9=1@UOW7'&26>1

;

K<B16A=

D

9

;

1>?9<2KBAB9<21=A>959:7

;

9=2B96>A<A+K>9=95

;

2=A>1=

D

025>=9555

D

60=1B9

(

`

)

#̀ F<26

L6I95>

#

"&&"

#

!!&

$

-

&!

/&!7/&-#

(

'

)

526

E

<9>16QT

#

\25+?B9

D

9=WG#c<K>AB269M5

;

=1>9+>216A7

E

A265>59

;

525A60<K6

E

26

4

K=

D

2509

;

96096>16?9A>5?1+N

;

=1>926'&9:

;

=955216

(

`

)

#)B `W?

D

521<H9

E

K<L6>9

E

=

F1B

;

W?

D

521<

#

"&&'

#

"3"

$

$

&!

!/%37!/.$#

(

/

) 冼乐武#李奇林#谢可兵
#

谷氨酰胺对呼吸机所致肺损伤

中
UOW'&

表达的影响(

`

)

#

中国急救医学#

"&&/

#

"/

$

/

&!

'%!7'%%#

(

3

) 金杭#于东云#由田
#

大黄对急性肺损伤热休克蛋白
'&

表

达的影响(

`

)

#

中国急救医学#

"&&'

#

"'

$

3

&!

/"'7/"3#

(

!&

)鄢友娥#赵永岐#费锦学#等
#

大鼠热损伤时急性生理改变

及热休克蛋白
'&

的表达(

`

)

#

环境与健康杂志#

"&&/

#

"$

$

.

&!

"/'7"3&#

(

!!

)尤再春#史忠#阮艳君#等
#

依达拉奉对百草枯中毒致急性

肺损伤预防及治疗作用研究(

`

)

#

重庆医学#

"&&/

#

%'

$

""

&!

"$!'7"$!3#

(

!"

)刘明伟#林昕#张明谦#等
#

血必净对急性百草枯中毒鼠肺

]̂7

.

(

活性及肺保护的影响(

`

)

#

重庆医学#

"&!&

#

%3

$

!

&!

%'7%3#

$收稿日期!

"&!&7&37!&

!

修回日期!

"&!&7&37"$

&

************************************

*
*
*
*
*

*************************************
*
*
*
*

+

++

+

!重庆医学"###中文核心期刊$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3/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