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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干预前后重庆市使用抗菌药物的合理性与干预措施实施的效果%方法
!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以参加

卫计委抗菌药物监测网重庆分网"重庆分网$的
05

家单位
1%$$

年上报的
$)1%%

份病例&

50%%%

张门诊处方及年平均抗菌药物消

耗量为干预前组!

1%$1X1%$0

年上报的
0/)%%

份病例&

$)1%%%

张门诊处方及年平均抗菌药物消耗量为干预后组!对门诊抗菌药

物使用率&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百分率&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平均使用天数&住院患者抗菌药物联合

使用率等抗菌药物合理用药指标进行回顾性对照研究!并对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

各指标较干预前均逐年明显改善*除
1%$1

年

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与
1%$$

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指标包括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百

分率&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平均使用天数"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联合使用率与
1%$$

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临床药师

参与临床合理用药!采取多种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规范化使用抗菌药物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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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在治疗和控制各种感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临

床存在不合理用药甚至滥用的现象#诱发多重耐药菌产生'

$.0

(

)

为规范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

1%$$

年
'

月#国家卫计委启动了

为期
'

年的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为了解本

市抗菌药物使用的整体情况及专项整治活动的结果#现将重庆

市加入国家卫计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重庆分网$以下简

称重庆分网&的
05

家医院上报临床资料统计分析#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
1%$$X1%$0

年参加重庆

分网的
05

家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上报的临床资料)

05

家医院

中#二级甲等医院
'%

家#三级甲等医院
$5

家#三级医院中包含

妇幼*儿童*肿瘤*口腔
0

家专科医院)

>&?

!

方法

>&?&>

!

门诊处方抽样方法
!

按照,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监测网工作方案-的要求#每家医院提取每月
$)

日的门诊处方

$%%

张$如果
$)

日为节假日#提前到工作日&)抽样方法!以处

方总数除以
$%%

#得数取整#为间隔数)采用随机检索的方式

确定首个样本处方#再按间隔数抽取
$%%

张#全年总计

$1%%

张)

>&?&?

!

病历抽样方法
!

按照,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

网工作方案-的要求#每家医院提取该院每月
$$

"

1%

日的所有

出院患者病历#分为手术组和非手术组#上传至卫生部,全国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系统#由该系统随机抽取手术组和非

手术组各
$5

份病历号#反馈得到病历
'%

份#全年共
')%

份)

>&?&@

!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信息来源
!

每季度从医院信息管理

系统中提取出院患者抗菌药物消耗量*品种及品种数#同期出院

患者人数*同期患者平均住院时间#计算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计

算公式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

抗菌药物消耗量'累计
LLL

数

$

LLL

即
!7G#,7!!;#9

B

!"+7

#限定日剂量&(

$̂%%

"同期收治患者

/%5$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计委项目$

1%$'.1.%%-

&)

!

作者简介$周欣$

$(-0X

&#主管药师#主要从事临床药学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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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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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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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

\

&

年份
$

月
1

月
'

月
0

月
5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1

月 均值

1%$$

年
1$&1 $)&' $5&' $0&1 1'&% $5&% 15&1 1'&1 1$&/ 1$&$ $(&' 1%&- 1$&)

1%$1

年
1$&$ 1%&) $(&5 $)&1 $)&- $)&' $)&) $0&- $5&% $5&1 $5&% $5&( $)&(

1%$'

年
$'&) $0&/ $0&% $'&1 $'&% $1&) $'&' $'&1 $1&' $1&( $0&) $1&$ $'&'

"

1%$0

年
$'&1 $$&/ $$&( $%&/ $$&% $$&0 $1&) $1&% $%&- $%&5 $%&/ $%&1 $$&0

"

!!

"

!

!

%

%&%5

#与
1%$$

年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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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

&

年份
$

月
1

月
'

月
0

月
5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1

月 均值

1%$$

年
-0&- -'&' ))&- ))&/ -5&0 )/&5 -5&5 -'&' )/&- -%&% )-&% )5&0 -%&'

1%$1

年
)/&0 )0&) )1&) 5/&' 55&- 5(&1 5-&$ 5'&0 5$&( 0/&' 0/&- 5%&/ 51&5

"

1%$'

年
5-&1 50&1 5%&0 5%&/ 0)&/ 0-&1 00&1 0%&' 0-&- 0/&- 0/&/ 0/&' 0/&/

"

1%$0

年
51&% 5%&- 0)&( 0)&5 05&% 05&' 0(&1 0)&/ 00&' 01&1 00&) 0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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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与
1%$$

年比较)

人天数)其中!同期收治患者人天数
`

同期出院患者人数
^

同

期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某个抗菌药物的
LLL

数
`

该抗菌药物

某一时段消耗量"
LLL

值'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f>Y]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干

预前后临床资料组间比较采以
7

检验#

!

%

%&%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
!

将
1%$1X1%$0

年门诊处方

抗菌药物使用率与
1%$$

年比较#发现除
1%$1

年外#

1%$'

*

1%$0

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

与
1%$$

年比较#

1%$1X1%$0

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1

)

?&@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

与
1%$$

年比较#除
1%$1

年外#

1%$'

*

1%$0

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

)

?&A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平均使用天数
!

与
1%$$

年比较#

1%$1X1%$0

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0

)

?&B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联合使用率
!

与
1%$$

年比较#

1%$1X

1%$0

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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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送检率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病原学送

检率#

1%$$X1%$0

年分别为
10&0/\

*

15&1\

*

'0&'\

*

'5&/\

)

与
1%$$

年比较#呈逐年上升趋势)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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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LLL

&

年份
'

月
)

月
(

月
$1

月 均值

1%$$

年
)%&( -5&) -%&0 55&- )$&'

1%$1

年
)1&0 5'&/ 51&) 5$&0 55&%

1%$'

年
00&0 0)&5 5%&1 05&1

"

0)&5

"

1%$0

年
0/&% 0%&' 01&%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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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与
1%$$

年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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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平均使用天数%

!

&

年份
$

月
1

月
'

月
0

月
5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1

月 均值

1%$$

年
/&5 -&' (&$ )&) /&% -&( )&) )&' )&1 5&( 5&/ 5&- )&'

1%$1

年
)&% 5&5 5&) 5&' 5&$ 5&1 5&% 5&1 5&' 0&- 0&( 5&% 5&'

"

1%$'

年
5&$ 0&( 0&/ 0&/ 0&) 0&- 0&0 0&) 0&- 0&1 0&/ 0&( 0&-

"

1%$0

年
0&/ 5&% 0&5 0&) 0&- 0&' 0&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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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与
1%$$

年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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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抗菌药物联合使用率%

\

&

年份
$

月
1

月
'

月
0

月
5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1

月 均值

1%$$

年
'/&5 1-&/ 5%&( '5&/ '5&1 '0&% '1&$ 1/&% 1)&% 15&) 1-&5 10&) 1/&5

1%$1

年
1-&5 (&( 10&5 10&- 10&5 1%&5 1%&( $(&' $/&- $-&) $/&- $-&' 1%&'

"

1%$'

年
$-&( $)&0 $'&/ $-&0 $1&) $5&' $-&0 $'&( $0&$ $$&) $5 $1&$ $0&/

"

1%$0

年
$5&1 $'&( $0&5 $0&5 $$&0 $1&' $'&' $'&) $0&$ $1&- $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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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与
1%$$

年比较)

@

!

讨
!!

论

@&>

!

抽样方式*抽样率的确定
!

重庆市共有三级甲等医院
'%

家#纳入重庆分网的有
$5

家#占全部三级甲等医院的
5%\

%二

级甲等医院
)0

家#纳入重庆分网的有
'%

家#占全部二级甲等

医院的
0)&(\

#这两级医院的数据基本能代表重庆市使用抗

菌药物的整体水平#对重庆市其他医院亦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5$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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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

1%$$

年时#我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现状是!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的比例在
-%\

左右#

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应用比例也高达
1%\

#我国每
$%%

例住院

患者使用量约为
/5LLL

"天#高于国外情况#与世界卫生组织

$

6RM

&所期望的目标也相去甚远)住院感染患者细菌学检查

比例大致在
1%\

左右#且细菌学检查时机大都在应用抗菌药

物之后#甚至长期应用抗菌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才进行细菌学

检查'

5.-

(

)笔者对
1%$$

年重庆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调查#与

文献报道相符!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
1$&)\

#住院患者抗

菌药物使用百分率
-%&'\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

LLL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送检率仅
10&0/\

)说明重庆市抗菌

药物应用情况与全国相同#存在诸多不合理)

@&@

!

专项整治#成效显著
!

重庆市卫计委按照国家卫计委的

总体要求#依据
1%$$X1%$'

年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督促重庆市各医疗单位特别是二级以上医院合理使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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