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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降糖药物利用 ∀ 年动态分析

赵 丽 #湖南湘潭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 院药剂科
,

湖南 湘潭 !∃ ∃ ∃ ∃%

摘要 目的
&

分析 某医院 ∃ 年 一
∀ 年 降糖药的应 用情况及用 药趋势

。

方法
&

用金额排序法及 ∋ ∋ ∋ 分

析法统计 ∀ 年来降糖药的主要品种在该院的消耗情况
、

品种 分布及用药费用
,

分析临床 用药趋势
。

结果 & 降

糖 药的 用药金额和用药频率逐年上升 ( 第一代磺脉类降糖药用量呈下 降趋势
,

而 第二代磺腺类降糖药和长效

制剂 用量上升 (苯 乙双孤用量下降而二甲双孤 用量上升
。

糖普酶抑制剂及胰岛素增敏剂等新品种逐渐应 用

于临床
。

结论
&
医生和患者对糖尿病治疗和发展趋势 日益重视

,

但对某些品种的认识尚待完善
。

价格因素也

制约一些新品种的应用
。

关键词 降糖药 (限定 日剂量 ( 药物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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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

生活方式现代化
、

体力活

动减少
、

营养过剩以及人 口渐趋老龄化
,

糖尿病 #Ν0
Π

.Κ 86 83 / 822 069
3
%患病率正在逐年上升

,

据估计
,

中国

糖尿病患者已超过 万人
,

而且每年以 ς∀ 万人

的速度增长
,

研究和开发新的治疗药物
,

合理使用降

血糖药物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如何发现临床上

不合理使用药物的信号
,

依赖 于对药物利用情况的

及时分析
。

为此
,

本研究针对某医院 ∃ 年
一

∀

年降糖药的用药情况进行 了统计
,

分析该院降糖药

的使用情况和用药趋势
,

为医院制订合理的用药政

策提供参考
。

构成比 (各种 口 服降糖药的 ∋ ∋ ∋ Ε 〔’〕及其 日均费用

#∋ ∋ > %
。

数据处理采用 Φ Ε Σ Ω 8 8 2 办公软件
。

∃
Β

Ξ ∋ − ∋
、

− ∋ ∋ Ε
及 4 ∋ > 采用 Θ Χ ϑ 推荐的约定

日剂量 #∋ ∋ ∋ % 分析方法
,

参照《新编药物学》#第 巧

版 % 和《中国药典》# 年版 %
,

确定该药的 ∋ ∋ ∋

值 (以药品的总消耗#剂 %量除 以相应 的 ∋ ∋ ∋ 值
,

得

到该药的日剂量数#∋ ∋ ∋ 3 %
,

并以此作为衡量药物使

用频率的指标
,

以药品的消耗总金额除以 ∋ ∋ ∋3 得

到该药的 日均药费 #∋ ∋ > %
。

∃ 资料来源与方法

∃
Β

∃ 资料来源 本研究原始数据源于 ∃ 年
Π

∀ 年某医 院药库药品出库数据
,

分年度整理统

计
。

各品种规格及其零售价格均 以 当年实际为准
,

分别计算实际的出库消耗量和消耗金额
。

∃
Β

方法 采用金额排序法
,

统计 ∃ 年
一

∀

年各种降糖药的用药金额及百分 比 (各类降糖药的

结果与分析

Β

∃ 降糖药的品种和用 药金额的 变动情况 该院

∀ 年降糖药的各品种消耗金额位序
、

构成百分比详

见表 2
。

表中数据显示
,

该院降糖药的品种数分别

从 ∃ 年的 Ξ 种
,

逐年递增至 ∀ 年的 =4 种
,

累

计应用品种为 ∃∃ 种
。

∀ 年在用药类别上增加了

糖昔酶抑制剂及胰岛素增敏剂等新类别的药物
。

消

耗金额从 ∃ 年仅 ∃
Β

万余元大幅增至 年的

∃
Β

Ξ 万余元及 ∀ 年的 ∀ Ψ
Β

Ψ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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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某医院 ∀ 年降糖药各品种消耗金额位序与构成百分比

∃ 年 年 Ξ 年 ! 年 #Δ% ∀ 年

排序排序药品名称 百分比

#] %

百分比

#] %

百分比

#] %

排 排序 排序序

Ξ!ς∀ ∗Ψ∃∗∀!∃!Ξ∀∃! !∃ 峨!Β屯ΒΞΒ住Β.气一,、连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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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氏%∀消渴丸

诺和灵 ( )

格列毗嗦缓释片

阿卡波糖

二甲双肌片

格列唆酮

罗格列酮

格列齐特

格列苯服

苯乙双肌片

甲苯磺丁脉片

合计

百分比

∗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与此同时
,

各品种消耗金额及其百分比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
,

除第 1 年外
,

其余各年均以消渴丸消耗

金额排名第 %
,

而注射用胰岛素位居第 −
,

其余 口服

降糖药则相对较少
。

各类药物的消耗金额变化见图

% 所示
。

可见
,

中西药复方制剂消渴丸及注射用胰

岛素的消耗金额随用量逐年上升
,

两类经典降糖药

物磺脉类及双肌类的消耗金额因各年度药物品种的

变化而呈起伏变化
。

−
∋

− 降糖药的 2 2 2 数及其百分比 该院 # 年降糖

药 2 2 2 数
、

各品种构成百分比及排序见表 −
。

如表

− 所示
,

各年降糖药虽然在品种上有较大变化
,

但总

的 2 2 2 数变 化不 及金额差异大
。

自 − % 年 的

3 − ∗ 刃增至 − ( 年的 −/% / ( %
,

至 − # 年又增 至

(/ # ..#
。

在各年度的排序结果也与金额排序不同
,

− % 与 − − 年均为磺脉类的格列苯脉排序第 %
,

双

肌类的苯乙双肌位居第 − 4 自 − ( 年起
,

消渴丸消

耗大幅增加
,

位居第 3
,

而双肌类的二 甲双肌名列第

−
,

原先排在前列的格列苯腮
、

苯乙双孤则逐渐后退
,

显示临床选用的品种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

表 − 某医院 # 年降精药各品种 2 2 2 数排序与构成百分比

− % 年 −∗5 − 年 − ( 年 −∗ 妈 年 −∗6, # 年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排序药品名称 百分比

∗ + ,

3,7∀

‘8, 19己
..−&/&(

内、飞一::
叹;‘8<8

消渴丸

二甲双肌片

诺和灵 ( )

格列苯脉

格列毗臻缓释片

苯乙双肌片

格列嚎酮

格列齐特

阿卡波糖

罗格列酮

甲苯磺丁脉片

合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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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品种相应 的类别来看
,

各年度各大类药物

∋ ∋ ∋ 总数的变化
,

如图 所示
。

的每日消耗费用
。

即使是序号 比为 ∃ 的两个品种
,

其 ∋ ∋ > 差别也较大
。

表 Ξ ∀ 年某医院各品种降糖药消耗

金额序号⊥ ∋ ∋ ∋ 3
序号与日均药费

药品名称 金额序号 ∋ ∋ ∋ 、
序号 序号比 日均药费#元 %

阿 长波糖

格列毗嗓缓释片

诺和灵 Ξ )

罗格 列酮

格列咬酮

消渴丸

格列齐特

苯乙双肌片

格列苯脉

二 甲双肌片

2ϑ

∗

Β

书
Β

 

Β

 ς

Β

ς

Β

Ψ  

2
,

】
Β

∃
Β

 ς

Β

∀

Β

∀

∀
Β

∃ 

∃
Β

ςΞ

∀
Β

ς

∀
Β

Ξ Ξ

∃
Β

 

∃
Β

∀ ∃

Β

Ξς

Β

ς

Β

 

Β

ΞΨ

由 图 可 见
,

尽 管 年 总 的 ∋ ∋ ∋ 数 与

∃ 年差别不 明显
,

但所选 用 的药 物类别 已 由原

先的磺脉类 和双肌类增 加至 ! 类
,

其后各 年磺脉

类和双肌类 在具体 品种 上有所增加 和变化
,

但各

类的 ∋ ∋ ∋ 数一直保持稳定
,

降糖药总 的 ∋ ∋ ∋ 数显

著增加
,

主要原因是 以消渴丸为 主的 中西药复方

制剂用量大 幅增 加
,

其次 注射用 的胰岛素制 剂用

量也稳定上升
。

值得注意的是 ∀ 年
,

又新增 了

糖昔酶抑制剂和胰岛素增敏剂 类新 型药物
,

而

磺脉类 中的 甲苯磺丁脉 #∋ Ψ  %自 ! 年后 已不

再使用
。

Β

Ξ 各品种的金额 ⊥ ∋ ∋ ∋3 序号 比与 日均 药费 各

种药品的消耗金额排序序号与 ∋ ∋ ∋ 。 的排序比值是

反映购药金额与用药频率是否同步的指标
。

该比值

接近 ∃
,

说明其同步性较好
,

反之则较差 〔’_
。

该比值

也可 以侧面反映 该药品的价格情况
,

如 比值小于 ∃

者
,

一般消耗金额较高而消耗频率较低
,

说明该药较

昂贵 (若比值大于 ∃
,

则一般消耗金额较低而消耗频

率较高
,

说明该药较低廉
。

以 ∀ 年数据为例
,

计

算各品种的序号 比值见表 Ξ
。

其中排在前 Ξ 位
、

较

为昂贵的品种包括阿卡波糖
、

格列毗嗦缓释片和诺

和灵 Ξ ) (排在末尾的是苯乙双肌片
、

格列苯脉和二

甲双肌片
。

而消渴丸和格列齐特比值为 ∃
,

说明其

金额与消耗频率相对较为同步
。

事实上
,

对比不同品种间治疗费用 时更常用 日

均药费 #∋ ∋ > %
,

∋ ∋ > 代表着患者与医保的实际负担

水平
。

其算法是某 品种 的总 消耗金 额⊥ 总 ∋ ∋ ∋ , 。

∀ 年各品种计算的 ∋ ∋ > 见表 Ξ
。

可见其排序并

不与上述序号 比一致
,

说明虽然这两个指标都既受

药品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其消耗频率的影响
,

但

后者因是排序指标
,

较为粗略
,

不能准确反映该品种

Ξ 讨论

Ξ
Β

∃ 药品消耗量 变化与疾病发病 率有关 该院是

一所职工医院
,

就诊对象主要是本公司职工
。

近 ∀

年的数据表明
,

降糖药的消耗数量
、

使用频率和用药

品种都呈显著的上升趋势
,

从该院就诊的糖尿病患

者增多
,

提示降糖药 的消耗量与职工糖尿病发病率

存在一定的关系
。

这既有职工生活方式变化对疾病

发病率方面的影响
,

也有职工年龄增长对发病率带

来的影响
,

同时也有职工重视健康
、

积极体检和发现

疾病
、

治疗疾病的因素
。

由于分析 的数据未能与同

期的病人及疾病信息联系分析
,

因此尚不能得 出肯

定的结论
。

Ξ
Β

新老药品的更替符合 市场变化规律 与 ∀ 年

前主要使用磺脉类与双肌类品种不同
,

近年来糖昔

酶抑制剂
、

人胰岛素以及胰岛素增敏剂逐步被该院

采用
,

同时一些老品种的使用正在逐步减少
,

甚至停

用
。

如第一代磺脉类中的甲苯磺丁脉容易导致心血

管疾病
、

格列苯脉容易发 生低血糖等副作用 _’2
,

尽

管其 日费用低廉
,

其用药消耗量连续降低
,

前者已停

止使用 ( 同时副作用较低的第二代磺脉类中的格列

齐特和长效制剂格列毗嗓缓释片用量上升 (双肌类

中的苯乙双肌由于较易造成乳酸性酸中毒
,

用量持

续下降
,

新一代药物二 甲双肌 因安全性较高七! 〕
,

并

极少引起上述副作用而用量持续上升
。

体现 出该院

相关医生对糖尿病治疗进展的及时掌握和对合理用

药新概念
、

新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重视
,

也符合市场

变化规律
。

Ξ
Β

Ξ 不 合理用 药信息提 示需加强 该院多年来中

西药复方制剂消渴丸持续保持较大的用量
,

分析原

因一方面由于该药品的价格较低
,

另一方面也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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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医生和患者误认为该药为纯中药制剂
,

使用 比较

安全有关
。

实际上该药含有磺脉类降糖药格 列苯

脉
,

临床有较多发生严重低血糖
、

过敏性休克等副作

用的报道 ≅’例
,

有 的临床医生 对此并不 十分 了解
。

另一方面
,

通过分析 日治疗费用
,

消渴丸与格列毗嗦

缓释片
、

格列哇酮等新一代的降血糖药相持平
,

鉴于

该药 日益增多的不 良反应报道
,

提示药事管理部 门

和临床药师需关注该药的临床使用情况
,

防止该药

品的不正确使用
。

理及利用【Ζ」
Β

中国药房
,

一∗∗  
,

ς #∀ %
&
一∀

Β

查仲玲
,

张 玉
Β

药物利用研究「Ζ」
Β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

∃∗∗  
,

∀ # % & ∃ ∃
Β

蒋芝荣
,

郭海平
Β

降糖药物的合理使用【Ζα
Β

药学实践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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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Δ 对我院杭 菌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

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

方法 Δ 收集 − − 一 − ∗, ∀ 年我

院抗菌药物使用的数据
,

采用 2 2 2 分析法和金额排序法进行统计和分析
。

结果
Δ 应用较 多的抗菌类药物主

要为头抱菌素类
、

奎诺酮类和青霉素类
。

2 22Β 排序前 ( 位的 多为费用较低
,

使 用广泛的药物
。

金额排序

前 ( 位的多为价格较高
,

用量多的药物
。

结论
Δ
我院抗菌药物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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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类药物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一类药物之

一
,

在医疗机构 的药品收人 中又 占有较大的比重
。

近年来虽然新一代抗菌药物不断出现
,

但细菌的耐

药性在不断增强
,

故抗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问题引

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
。

笔者对本院 − −
一 − ∗6, ∀ 年 (

年间抗菌药物的使用频率
、

金额排序等情况进行回

顾性调查分析
。

希望能有助于发现问题
,

寻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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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为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 数据来源 从我院
“

军卫一号
”

药品综合查询

分别调出 − − 一 − ∀ 年的用药数据
。

用 ∴Γ
Λ ≅Ι ΒΙ  Φ

Ω ΡΛ Α3 − 。进行数据分类
、

计算
、

排序
、

统计
,

按通用

名对同品种不同规格和厂家的药品均折算为同一剂

量单位后求和
,

作为该药消耗的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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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的限定 日剂量 ∗ 2 2 9 ,值川 9 9 2 ∗ Π Α  Γ 9 Α

ΠΗ Γ3⎯ ΠΙ Β。 ,值参照第 %# 版《新编药物学》
,

采用其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