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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上海市１１家医院抗感染药物的用药情况及趋势作出客观评估。方法：采用金额排序法，利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软件，对上海市１１家医院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间抗感染药物的品种、用量、金额、生产厂商等购药信息进行分类统计，

并结合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上海市１１家医院抗感染药物占用药总金额的２２．６５％，并以每年４．０２％的

速度下降，抗生素类占到抗感染药物比例近８０％。β内酰胺酶抑制剂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消耗金额分别为４４１２．０５、

７３６９．６７、９５１６．３０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４６．８６％，２００３年排位第３，而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均上升为第２位；头孢菌素类消

耗金额３年间均居首位。在抗感染药物中，消费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药物占了整个抗感染药物消费金额的近８０％，其中舒巴坦

钠／头孢哌酮的消耗金额由２００３年的第１７位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第５位，２００５年跃居第１位。结论：抗感染药物的用药金额受

到遏制，头孢菌素类在临床使用中仍占主导地位，舒巴坦钠／头孢哌酮的用药量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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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感染药物是近年来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类
药物，在医院药品支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涉及到各
科医师用药，且常用品种大多进入药品消耗排名的
前列。如何合理、有效、经济地使用抗感染药物，不
仅是医院卫生行业，也是整个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
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上海市１１家
医院抗感染类药物的用药情况进行分析，供医院及
生产、销售单位参考。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收集上海市１１家综合性三级甲等
医院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瑞金医院、新华医院、仁济医院，第二军医大学
长海医院、长征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六人
民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华东医院）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上
报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的抗感染

药物采购数据，其中包括品名、规格、数量、金额、生
产厂商等信息。

１．２　分析方法　根据《新编药物学》（１５版）中抗微
生物药物分类方法进行分类［１］，共分为８类，分别为
抗生素类（包括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β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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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剂、其他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酰
胺醇类、大环内酯类、其他抗菌抗生素）、喹诺酮类、
磺胺类、硝基呋喃类、硝咪唑类、抗结核病药、抗真菌
类、抗病毒药等。采用金额排序法，对１１家医院３
年间抗感染药的购药信息进行归类分析，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０软件，计算药品金额占用药总金额
的百分率（％）以及年平均增长率（ＡＡＲＧ）。公式如
下：年平均增长率（％）＝［（止年费用或用量／始年费
用或用量）１／（止年－始年）－１］×１００％

２　结　果

２．１　抗生素及抗感染药物占用药总金额的比例及
年平均增长率　由于抗生素类药物在抗感染药物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将抗生素类药物单独列出
一并进行统计分析。逐年统计抗生素、抗感染药类
药物消耗金额及占用药总金额比值和年平均增长

率，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上海市１１家医院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抗生素及抗感染药占用药总金额的比例及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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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见：（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上海市１１家医
院抗感染药物的消耗金额占用药总金额的比值为

２３．７４％、２２．６９％和２１．８７％，呈下降趋势；（２）用药
总金额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０．２５％；（３）

抗生素类占抗感染药物的８０％左右，说明临床上使
用的抗感染药物主要为抗生素类。

２．２　各类抗感染药物消耗金额排序及所占比例情
况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上海市１１家医院各类抗感染药金额排序、所占比例及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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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ａｌａｃｔａｍｓ，ｏｔｈｅｒｓ ２４０４．２６ ４．８８ ６ ２８４６．１３ ４．８５ ６ ３２８２．４０ ５．００ ６ １６．８４
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 １７８２．５２ ３．６２ ７ ２３２３．５５ ３．９６ ７ ２７８４．７０ ４．２５ ８ ２４．９９
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１５３７．８５ ３．１２ ８ ２２６４．６４ ３．８６ ８ ２９８４．２０ ４．５５ ７ ３９．３０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ｓ １２５７．９３ ２．５６ ９ １２０６．０３ ２．０６ １０ １７４２．７８ ２．６６ ９ １７．７０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ｇｅｎｔｓ １１０５．７１ ２．２５ １０ １５３０．４１ ２．６１ ９ １６７２．５４ ２．５５ １０ ２２．９９
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 ５４９．１９ １．１２ １１ ５０８．８６ ０．８７ １１ ５３６．５１ ０．８２ １１ －１．１６
Ｓｕｌｆｏｎａｍｉｄｅｓ １６４．６９ ０．３３ １２ １６６．９３ ０．２８ １３ １８７．５６ ０．２９ １３ ６．７２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ｓ ５９．１９ ０．１２ １３ ２１０．０４ ０．３６ １２ ２５３．３６ ０．３９ １２ １０６．８９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４０．９９ ０．０８ １４ １８．２９ ０．０３ １４ １９．５８ ０．０３ １４ －３０．８９
Ａｍｉｄｅａｌｃｏｈｏｌｓ ９．５６ ０．０２ １５ １０．７１ ０．０２ １５ ７．４９ ０．０１ １５ －１１．４９
Ｎｉｔｒｏｆｕｒａｎ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１．３９ ０．００ １６ １．１４ ０．００ １６ ０．６１ ０．００ １６ －３３．７５



·８８６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年８月，第２８卷

　　表２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头孢菌素类一直位居
抗感染药物的首位，但所占比值呈下降趋势；喹诺
酮类２００３年排第２位，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均下降为
第３位；β内酰胺酶抑制剂在２００３年排位第３，而在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均上升为第２位；其他抗菌抗生
素和抗真菌类３年来一直稳居第４位及第５位；青
霉素类和抗病毒类３年来均排位在第９和第１０位；
抗病毒类药物２００４年有反弹，最大可能是受“禽流
感”疫情的影响；β内酰胺酶抑制剂、喹诺酮类、氨基

糖苷类、其他抗菌抗生素年平均增长率都较高，３年
间四环素类虽用药金额排在第１３、１２位，但年平均
增长率达１０６．８９％，主要为米诺环素的用药金额增
加所致。硝基呋喃类、抗结核病药、酰胺醇类所占抗
感染药总金额比例在０．０８％以下，年平均增长率呈
负增长，说明此类药物在临床上用量日益减少。

２．３　抗感染药物消耗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药品　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上海市１１家医院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抗感染药销售金额排序前２０位的药品

Ｔａｂ３　Ｔｏｐ２０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ｓｏｒ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１１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Ｓｏｒｔ

２００３

Ｍｅｄｃｉｎｅ Ｓｕｍ（ＲＭＢ，
×１００００Ｙｕａｎ）

Ｒａｔｉｏ
（％）

２００４

Ｍｅｄｃｉｎｅ Ｓｕｍ（ＲＭＢ，
×１００００Ｙｕａｎ）

Ｒａｔｉｏ
（％）

２００５

Ｍｅｄｃｉｎｅ Ｓｕｍ（ＲＭＢ，
×１００００Ｙｕａｎ）

Ｒａｔｉｏ
（％）

１ Ｃｅｆｔａｚｉｄｉｍｅ ５４３１．５７ １１．０３ Ｃｅｆｔａｚｉｄｉｍｅ ５５７４．４９ ９．５１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 ６２５１．６０ ９．５３

　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
２ 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 ４６７８．２８ ９．５０ 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４９６９．７３ ８．４８ 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５７３３．９６ ８．７４
３ Ｃｅｆｕｒｏｘｉｍｅ ３２８２．１８ ６．６７ Ｃｅｆｕｒｏｘｉｍｅ ４９２０．６３ ８．３９ Ｃｅｆｕｒｏｘｉｍｅ ５２８９．２８ ８．０６
４ 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２８１３．０３ ５．７１ 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 ４５１３．６３ ７．７０ 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 ４５０５．２０ ６．８７
５ Ｃｅｆａｃｌｏｒ ２６３８．６６ ５．３６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 ４０８５．４２ ６．９７ Ｃｅｆｔａｚｉｄｉｍｅ ４５０４．４３ ６．８７

　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
６ Ｃｅｆｒａｄｉｎｅ ２６０２．９２ ５．２９ Ｃｅｆａｃｌｏｒ ２４５７．９０ ４．１９ Ｃｅｆｅｐｉｍ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９４２．１６ ４．４９
７ Ｃｌｉｎｄａｍｙｃｉｎ ２５３０．７９ ５．１４ Ｃｌｉｎｄａｍｙｃｉｎ ２４５６．９９ ４．１９ Ｃｅｆａｃｌｏｒ ２７０９．２７ ４．１３
８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 ２２５０．１４ ４．５７ Ｃｅｆｅｐｉｍ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２７０．５１ ３．８７ Ｃｌｉｎｄａｍｙｃｉｎ ２３６８．０９ ３．６１
９ Ｉｍｉｐｅｎｅｍａｎｄｃｉｌａｓｔａｔｉｎ １８８８．６６ ３．８４ Ｃｅｆｒａｄｉｎｅ ２１８２．１４ ３．７２ Ｉｍｉｐｅｎｅｍ＋ ２２０５．６７ ３．３６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ｉｌａｓｔａｔｉｎｓｏｄｉｕｍ
１０ Ｃｌａｖｕｌａｎａｔ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１７６１．１１ ３．５８ Ｃｌａｖｕｌａｎａｔ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１９９６．５９ ３．４１ Ｃｅｆｒａｄｉｎｅ １７９０．９６ ２．７３

　ａｍｏｘｉｃｉｌｌｉｎ 　ａｍｏｘｉｃｉｌｌｉｎ
１１ Ｃｅｆｅｐｉｍ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１７４４．７３ ３．５４ Ｉｍｉｐｅｎｅｍ＋ １９７１．２３ ３．３６ Ｃｌａｖｕｌａｎａｔ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１７７７．１８ ２．７１

　ｃｉｌａｓｔａｔｉｎｓｏｄｉｕｍ 　ａｍｏｘｉｃｉｌｌｉｎ
１２ Ｓｏｄｉｕｍａｍｐｉｃｉｌｌｉｎ＋ １５０７．０２ ３．０６ 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 １４７８．３９ ２．５２ 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 １７４９．７７ ２．６７

　ｓｏｄｉｕｍ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
１３ Ｃｅｆｏｔａｘｉｍｅ １３２７．１３ ２．７０ Ｃｅｆｏｔａｘｉｍｅ １１８２．８５ ２．０２ Ｅｔｉｍｉｃｉｎｓｕｌｆａｔｅ １５０４．６８ ２．２９
１４ 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 １２６３．１７ ２．５７ 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 １０５８．３７ １．８１ 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 １４７１．４９ ２．２４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１５ 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８４３．２４ １．７１ 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１０３６．２２ １．７７ 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１３９９．９８ ２．１３
１６ Ｎｅｔｉｌｍｉｃｉｎｓｕｌｆａｔｅ ８０５．８１ １．６４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 ９９２．９６ １．６９ 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１０１０．０７ １．５４
１７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 ７２５．２４ １．４７ Ｎｅｔｉｌｍｉｃｉｎｓｕｌｆａｔｅ ７４１．７１ １．２６ Ｐｉｐｅｒａｃｉｌｌｉｎｓｏｄｉｕｍ＋ ９８６．３６ １．５０

　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 　ｔａｚｏ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
１８ Ｔｅｒｂｉｎａｆｉｎｅ ６９５．２３ １．４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ｉｌｌｉｎｓｏｄｉｕｍ ＋ ７３１．９０ １．２５ Ｃｅｆｏｔａｘｉｍｅ ９０２．６８ １．３８

　ｔａｚｏ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
１９ Ｎｏｒ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 ６７９．００ １．３８ 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６８４．３３ １．１７ 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８６４．２３ １．３２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０ 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５０３．７３ １．０２ Ｔｅｒｂｉｎａｆｉｎｅ ６６９．３０ １．１４ Ｍｅｚｌｏｃｉｌｌｉｎ ７６５．１０ １．１７

　　由表３可见：（１）排名前２０位的药品主要涉及

３大类品种，即抗生素类（包括头孢菌素类、β内酰胺
酶抑制剂、其他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
类、其他抗菌抗生素）、喹诺酮类及抗真菌类，以抗生
素类居多，年均消耗金额各占当年抗感染药物用药
总金额的８０％左右，具有一定代表性。（２）排在前５
位的药品金额各占当年抗感染药物总金额的５％以
上，属用量较大的品种，主要为第２、３代头孢菌素
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舒巴坦钠／头孢哌酮、喹诺酮

类的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定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均
居第１位，而在２００５年则下降为第５位，迅速上升
的为舒巴坦钠／头孢哌酮，即由２００３年的第１７位在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分别上升到第５位和第１位，头孢
呋辛则一直稳居第３位。左氧氟沙星的消耗金额在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均居第２位。

２．４　抗感染药物销售金额占前１５位的制药企
业　排位前１５位的制药企业中，有３家为纯进口厂
商，有５家合资厂商共占三分之一，国内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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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７家占４７％。销售额排名前５位的制药企业主要
为合资制药企业，说明上海市１１家医院偏重于使用
价格相对低廉而质优的合资制药企业产品，某制药
公司的销售金额３年间均排在第１位，产品主要为
第三代头孢菌素头孢他定。

３　讨　论

　　通过分析可见，头孢菌素类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临
床用药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该类药物为广谱半合
成抗生素，具有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过敏反应少
的优点，近几年新品种不断开发上市，从表２可看
到，头孢菌素类３年间一直位居第一，但它的年平均
增长率仅为１．１４％，增长幅度已趋于平稳，而β内
酰胺酶抑制剂的年平均增长率呈大幅上涨趋势，代
表药舒巴坦钠／头孢哌酮近年发展势头超过左氧氟
沙星，２００５年位居第一，但２００４年与２００５年的两
次降价已对其造成影响［２］。长期以来随着青霉素和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细菌逐渐对
其产生耐药性。目前已开发的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复合制剂，能抑制细菌产生的

β内酰胺酶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破坏作用，增强
抗生素的抗菌效果［３］。舒巴坦是青霉烷类抑制剂的
典型代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上市，抑酶谱广，与氨苄西
林、阿莫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哌酮等有很好的协同
效果。β内酰胺类抗生素复合制剂的临床适应证，
应定位于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单药耐药而对β内酰
胺类抗生素复合制剂敏感的产β内酰胺酶的致病菌
引起的感染，其抗菌谱包括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单
药敏感的菌谱和对单药耐药而对复合制剂敏感的菌

谱。对单药敏感的产β内酰胺酶细菌的感染应用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复合制剂，或过早应用β内酰胺类
抗生素复合制剂，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将导致抗
生素滥用，促进耐药菌株的产生。

　　 从表 ２ 看 出，喹诺酮类年平均增长率达

３６．９１％，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左氧氟沙星消耗金额位
居第２，与文献［２］报道排名有所不同，说明本文调查
的上海市１１家医院比较偏重合资企业的产品。

　　四环素类抗生素中，仅米诺环素１个品种有大
幅度增长，由２００３年的３９．３８万元猛增至２００５年
的２２３．９０万元，占２００５年该类抗生素的８８．３７％，
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６．８９％，与文献［４］报道的情况类

似，这可能与目前上海密闭中央空调的工作环境增
多所导致支原体感染增加有关。

　　磺胺类、硝基呋喃类抗感染药物临床用量很少，
基本上被其他抗感染药物取代，磺胺类仅复方新诺
明片保持一定用量，而复方新诺明注射液在前段时
间也因价格便宜、临床用量少而停产了，其他磺胺药
目前基本不应用。酰胺醇类由于不良反应严重，已
被其他抗感染药物所取代。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上海市１１家医院抗感染药物消
耗金额占全部用药金额的２２．６５％，明显低于文
献［５］的２７％左右，并以年均４．０２％的速度下降，这
可能存在２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２００３年６月实施的对２４种抗生素约４００多种
不同规格的药品降价，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又对２２种药品
实行降价（其中抗感染药物有１６个）以及每年药品
的招标有必然关系；二是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国家主管
部门就出台了多项措施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卫生部
也于２００４年８月在全国颁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的实施，这些措施对提高我国感染性疾病
的抗菌治疗水平和合理用药水准、减缓细菌耐药性
的加重、降低医药费用将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上海地区医院这几年
的抗感染药物有所遏制，但不合理应用抗生素的现
象仍然存在。无感染指征应用抗菌药、不必要的联
合用药、盲目的预防用药等情况，虽然早已被广泛报
道，但滥用抗菌药物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抗感染药物在所有药物中占较大的比例，且领先于
心血管系统等类药物，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
不相称，也与医学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广大医务
工作者应努力提高合理用药的水平和意识，注重职
业道德培养，做到安全、合理、有效、经济地选用抗感
染药 物，对 患 者 负 责，对 医 院 负 责，对 社 会 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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