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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横断面调查

吴晓英!金
!

梅#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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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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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医院抗菌药物应用现状&方法
!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
%($(

年
>

月
H

日所有住院患者进行抗菌药物

使用调查&结果
!

横断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H$&G(Y

!联合用药占
Z'&H*Y

!预防用药比例"

Z>&$>Y

%

'

治疗用药比例"

'%&*)Y

%!

预防用药集中在外科#五官科等手术科室!规定日剂量频率"

+++@

%列前
Z

位的抗菌药物为头孢呋辛钠#美洛西林钠#奈替米星#头

孢他啶#头孢替唑&结论
!

加强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管理是降低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的关键&

关键词"横断面研究$抗菌药物$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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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管理是医院感染管理的主要内容之

一)抗菌药物应用遍及临床各科#它对预防和治疗各种感染性

疾病和围手术期感染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大量抗菌药物的应

用#预防性用药日益普遍#细菌耐药性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影响

了临床医疗和患者的安全'

$

(

#因此#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已受到

医疗卫生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掌握抗菌药物使用的现

状#加强临床抗菌药物合理性使用管理#作者于
%($(

年
>

月
H

日进行了住院患者抗菌药使用情况横断面调查#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调查对象
!

%($(

年
>

月
H

日
(_((

$

%'_((

所有住院患

者#包括当日出院*转科*死亡的患者#但不包括当日入院患者)

A&B

!

调查方法
!

调查人员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及临床各

科室医院感染管理兼职医师组成#经统一培训后分组进行调

查#采取查阅病历的方法进行抗菌药物使用横断面调查#填写

统一的个案调查表)抗菌药物包括抗细菌药物和抗真菌药#不

包括抗寄生虫药*抗病毒药*抗结核药和局部用药)调查内容

包括抗菌药物种类*名称*使用目的*联合用药*治疗用药细菌

培养送检情况等)

A&C

!

计算指标和统计学处理
!

抗菌药物的限定日剂量$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

(

$

%((Z

年版&*.新编药物学/

'

)

(

$第
$Z

版&规定的为准#规定日剂量频率$

+++@

&

f

日某抗菌药

物的总消耗量"
+++

值#抗菌药物使用率$

Y

&

f

调查对象中使

用抗菌药物患者数"调查对象患者数
\$((Y

#抗菌药物使用频

率$

Y

&

f

某种抗菌药物使用患者数"全院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

数
\$((Y

)联合用药例数指二联和大于或等于三联抗菌药物

使用总例数)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用使用率和
+++@

表示#资料

采用
SN3,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B

!

结
!!

果

B&A

!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

本次应调查住院患者
>>>

例#实际

调查
>>>

例#实查率
$((Y

)调查日全院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

物
'*$

例#横断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H$&G(Y

)其中#治疗用

药
%(H

例#占
'%&*)Y

#预防用药
%>Z

例#占
Z>&$>Y

%联合用药

%H)

例#占
Z'&H*Y

#一联用药
%$*

例#占
'Z&)%Y

)各科室抗菌

药物使用率*用药目的构成比*联用率*治疗用药细菌培养送检

率统计见表
$

)

表
$

!!

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用药目的构成比(联用率(治疗用药细菌培养送检率统计

科室
调查

$

%

&

使用

$

%

&

使用率

$

Y

&

抗菌药物用药目的'

%

$

Y

&(

治疗用药 预防用药

抗菌药物联用构成比$

Y

&

一联 二联 大于等于三联

治疗用药细菌培养

%

送检率$

Y

&

内科
%G$ $() )Z&'( G%

$

*G&)%

&

$$

$

$(&H*

&

ZZ&)' )G&*$ '&*Z )* '$&)(

外科
)(H %)H >>&$% Z'

$

%%&**

&

$*%

$

>>&$%

&

)*&ZH ZH&>* '&HH ' >&'$

妇科
%' %% G$&H> G

$

'(&G$

&

$)

$

ZG&(G

&

'&ZZ GZ&'Z g $ $$&$$

产科
$G $( Z%&H) )

$

)(&((

&

>

$

>(&((

&

$(&(( G(&(( g g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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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用药目的构成比(联用率(治疗用药细菌培养送检率统计

科室
调查

$

%

&

使用

$

%

&

使用率

$

Y

&

抗菌药物用药目的'

%

$

Y

&(

治疗用药 预防用药

抗菌药物联用构成比$

Y

&

一联 二联 大于等于三联

治疗用药细菌培养

%

送检率$

Y

&

儿科
'% '$ G>&H% )*

$

G%&H*

&

)

$

>&)%

&

%'&)G >Z&H$ g %' H)&$H

五官科
** H% >(&'Z )

$

'&*'

&

ZG

$

GZ&$H

&

**&>$ $$&%G g g g

综合
!9A > > $((&(( >

$

$((&((

&

g '%&*H Z>&$' g g g

合计
>>> '*$ H$&G( %(H

$

'%&*)

&

%>Z

$

Z>&$>

&

'Z&)% Z$&)Z )&)) H> )%&Z%

!!

g

!表示无此项)

B&B

!

不同种类抗菌药物使用频率统计
!

全院共使用抗菌药物

$$

类
Z(

种#其中以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品种最多*使用频率

最高#使用品种占所有抗菌药物品种的
'(Y

#使用频率为

HH&>'Y

)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及其使用频率统计见表
%

)

表
%

!!

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及其使用频率统计

抗菌药物种类 品种数量 构成比$

Y

& 使用例数 使用频率$

Y

&

头孢菌素类
%( '(&(( )%$ HH&>'

青霉素类
$( %(&(( %$( ')&HH

硝基咪唑类
% '&(( H* $'&$'

氨基糖苷类
' *&(( HH $)&>%

喹诺酮类
) H&(( %G H&()

大环内酯类
' *&(( %> Z&H$

抗真菌类
) H&(( $G )&GZ

酰胺醇类
$ %&(( $) %&>(

林可霉素类
$ %&(( H $&%Z

多肽类
$ %&(( ) (&H%

碳青霉烯类
$ %&(( % (&'%

合 计
Z(

>H'

"

!!

"

'*$

例抗菌药物使用患者中#因部分为联合用药#因此#总的抗菌

药物选用例数大于
'*$

例)

B&C

!

+++@

前
$(

位的抗菌药物统计
!

+++@

前
$(

位的抗菌

药物中#头孢菌素类占
>(Y

#青霉素类*硝基咪唑类和氨基糖

苷类各占
$(Y

)

+++@

前
$(

位的抗菌药物统计见表
)

)

表
)

!!

+++@

排序前
$(

位抗菌药物统计

排序 抗菌药物 用药总量$

<

&

+++

$

<

&

+++@

$

Y

&

$

头孢呋辛钠
$*H&(( ) H%&((

%

美洛西林钠
)>(&Z( H H$&>Z

)

奈替米星
$H&)Z (&)Z 'H&>$

'

头孢他啶
$')&Z( ' )Z&**

Z

头孢替唑
$(%&(( ) )'&((

H

替硝唑
'*&(( $&Z )%&((

>

头孢美唑钠
$$>&Z( ' %G&)*

*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 ' %H&((

G

头孢替安
G>&(( ' %'&%Z

$(

头孢西丁钠
$''&(( H %'&((

C

!

讨
!!

论

抗菌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之一#在治疗各种病原微生

物感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应用的合理性与医疗质量密切相

关)如果应用不合理#将造成细菌出现耐药性#增加不良反应

和医院感染发生率#给患者造成经济负担)由于受多种因素影

响#个别地区和部分医疗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抗菌药物不合理

应用的现象#影响了医疗效果#加重了细菌的耐药度'

'EZ

(

)

抗菌药物使用率是临床抗菌药物应用评价的常用指标#住

院患者横断面抗菌药物使用率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医院抗菌药

物的使用情况'

H

(

#可及时反映全院及各科室的用药动向)本次

调查该院横断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H$&G(Y

#与文宗萍'

>

(报道

的
HZ&'*Y

相似#但明显高于福建*上海地 区 $

)G&)%Y

*

)G&%(Y

&的调查结果'

*EG

(

#离卫生部要求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

用率
(

Z(Y

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

(

)提示该院应用抗菌药物

存在不合理#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规范和控制)

由表
$

可见#内科抗菌药物使用率最低$

)Z&'(Y

&#符合卫

生部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
(

Z(Y

的标准#说明内科抗菌药

物使用基本合理)综合
!9A

*儿科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达

$((Y

*

G>&H%Y

#其用药目的以治疗为主#说明这
%

个科室抗菌

药物使用属有指征用药)外科*五官科*妇科*产科系手术科

室#均涉及围术期预防或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使用

率平均超过
>(Y

#用药目的以预防为主#用药例数在全院所占

比例大$

H*&H$Y

&#提示手术科室围术期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

是导致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高的重要因素)国内诸多报

道'

$$E$)

(显示#围术期抗菌药物应用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据

报道#围术期抗菌药物预防性使用无指征或时间过长并不能降

低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

$'

(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该院外科围术

期应用抗菌药物存在用药指征掌握不严*给药时机不当*用药

起点过高*疗程过长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

施#如组织医务人员更深入学习.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根据各手术科室特点#对原则进行细化#建立围术期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实施细则#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进行监督管

理#医院主管部门定期检查抗菌药物应用状况#开展目标性监

测和针对性宣传*培训#建立健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制度#

并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纳入医疗质量和综合目标管理考核体

系#提高.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依从性)

从抗菌药物的使用种类和
+++@

看#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

使用频率和
+++@

最高)细菌耐药率与抗菌药物的用药频率

呈正相关'

$Z

(

#提示在抗菌机制相近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细菌

对本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

排序前
$(

位的抗菌药物以

二线为主#如头孢呋辛*美洛西林钠*替硝唑*头孢西丁钠*头孢

替安等#符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要求#但与卫生

部要求三级医院外科预防用药主要使用一线抗菌药物仍有差

距)头孢美唑钠*头孢他啶等为限制使用类$三线&抗菌药物#

不宜做预防感染使用#治疗感染使用时应有病原学依据)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治疗用药细菌培养送检率低#送检率仅
)%&Z%Y

#

外科等手术科室经验用药尤为明显)因临床分离的病原菌对

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较严重'

$H

(

#故加强感染患者病原学检

查#依据药敏试验选用有效抗菌药物是非常必要的)医生应严

格抗菌药物的应用指征#在对患者的治疗之初#根据致病菌株

的特性进行经验治疗时#同时尽快取样进行 $下转第
$G)$

页&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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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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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高效率组#由此可以提示#大型省级医院投入产出水平要

远远高于地市州的地区医院)三级医院的总技术效率值*纯技

术效率值均高于二级和其他级别医院#其投入*产出指标的利

用程度也好于二级和其他级别医院#但
>)&()Y

的三级医院规

模收益递减#提示现有规模过大)建议正准备扩建规模的三级

医院充分考虑其服务半径内的地区经济状况*居住人口数量#

并调查了解当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设置情况#避免盲目扩大规

模#造成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重复%建议现有规模过大的三级医

院增加科技含量高的技术服务项目及特需医疗服务#以吸引更

多疑难杂症患者和高收入群体前来就医)

县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总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均低

于同类其他医院#观察这两类医院的产出指标#病床使用率低#

平均住院日长)在不同地区#其低效率原因有所不同#一*二类

地区的县级和二级医院现有规模过大#三类地区的这两类医院

医疗技术力量薄弱#服务效率低下)建议一*二类地区的县级

和二级医院积极探索缩短平均住院日的办法#以提高病床使用

率#如改善门急诊流程*减少术前等待时间*控制院内感染*提

高医技效率'

)E'

(

%此外#上级医院的重症患者病情稳定后可以转

诊到其所在地的县级或二级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以增加住院患

者数量)在三类地区#建议县级和二级医院以,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作为主要的经营管理思路'

Z

(

#开展较低成本的

医疗技术#根据政府限定的标准收取较低的价格#努力在单位

时间内开展更多数量的医疗项目#以工作量的提升获取更高的

收入额%同时#还应积极争取加入城市医院网络体系#以得到三

级和省级大型医院的技术支持#提高服务质量)

无论是总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收益状况#西医

院都略差于中医院)西医院主要存在规模大*病床使用率低的

问题#应该考虑适当控制或缩小医院规模#如减少床位数*调整

人员结构等%另外#可以提高门急诊医师的层次#使病情较轻的

患者尽量通过门诊进行康复治疗#避免占用床位资源#以提高

病床周转次数)由于中医药治疗见效慢的特点#中医院的住院

患者平均住院日较长#如果缩短平均住院日#年住院人次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建议中医院加强民族医药的技术进步#引进

高学历人才和高科技设备#建立特色专科*推广中医专家的秘

制特效医药#使患者能在较短时间内尽快康复#进一步提高医

疗效率)

$志谢)四川省各地市州卫生局!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的李文碧#胡锦梁#田伟#全婷!四川省肿瘤医院的

范子煊为本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课题组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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