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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管控在儿童辅助用药管理中的实践
蔡和平$!!邢文荣$!盛小凤"!尹传高"?"$;安徽省儿童医院药剂科!安徽 合肥!"B####$ ";安徽省儿童医院医
务科!安徽 合肥!"B#####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C>"E"$"@#"#"$$#%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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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规范辅助用药"加强辅助用药的合理应用# 方法!安徽省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自 "#$%年 >月开始"由临床
药师与医务科共同参与辅助用药的管控# 回顾性分析干预后 "#$% 年第 B 季度至 "#$= 年第 " 季度我院患儿辅助用药的使用数
据# 结果!通过多元性管控干预"我院辅助用药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逐渐降低"由 "#$% 年第 B 季度的 $$I@=f
$> @#" $BBI$=元JC@ B=C @$@IB"元%降至 "#$=年第 "季度的 CIU#f$@ UB# U=BI"B元JC= >U$ $CUI@>元%)其中神经营养类药物的
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降低最明显"由 "#$%年第 B季度的 CI>>f$@ BUC CC@I>"元JC@ B=C @$@IB"元%降至 "#$=年第
"季度的 @IB%f$B #UB ##@I=>元JC= >U$ $CUI@>元%"其他类药物的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稍有所波动"总体呈降低
趋势)脑蛋白水解物口服液的用药频度最高"但未出现集中现象)按照成人限定日剂量$/62,.6/ /(,)0/-16"FFF%计算限定日费用
$/(,)0/3*4M-1+"FF9%"奥拉西坦注射液的FF9最高)根据我院儿童常用量FFF计算FF9"注射用磷酸肌酸的FF9最高# 结论!
多元性管控后"我院辅助用药的销售金额大幅降低"各项用药数据的波动也较一致"但仍需对个别品种进一步管控#
关键词!辅助用药) 用药频度) 限定日费用) 多元性)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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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药师% 研究方向"临床药学*药事管理等%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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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儿童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等%
&5L(,)"0WM7*(.4(-\(),0*.;M-L

!!近年来&由于辅助用药的界定不明确&其在临床治疗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使用量也大量增加&频繁出现不合理用药现

象&不仅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导致了药品不良反应的
增加和医疗资源的浪费+$5B, % 因此&辅助用药在临床中的规范

使用已受到高度关注&医疗机构应加强辅助用药的监管% 为
规范安徽省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辅助用药的合理应
用&我院自 "#$%年 >月开始&由临床药师与医务科共同参与辅
助用药的管控&取得了良好成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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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资料与方法
EGEF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我院 RDQQ 信息系统中
"#$%年 >月至 "#$=年 C月每季度辅助用药的使用量*销售金
额和全院药品总销售金额等进行统计分析% 种类局限于安徽
省卫生健康委临床路径管理中心指定辅助用药目录中我院使
用的 "C个品种)其中&通用名相同*剂型相同而规格不同的药
品&合并为 $个品种%
EGHF方法

对用药频度#/62,.6/ /(,)0/-16101+6L&FFF1$*限定日费
用#/62,.6/ /(,)0M-1+&FF9$*排序比#bJD$等数据&采用 &]M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日剂量
#/62,.6/ /(,)0/-16&FFF$方法分析用药合理性&药物的 FFF
参照-新编药物学.#第 $>版$*药品说明书推荐的日剂量及临
床应用情况确定% FFF1p某药的年使用量J该药的 FFF&
FFF1越大&说明药品的使用频率越高% FF9p某药的年销售
金额J该药的 FFF1&FF9代表药品的总价格水平&该值越大&
表示患者的经济负担越重% bJDp药品销售金额排序#b$J
FFF1排序#D$&bJD可反映销售金额与用药人数的同步性&
其值接近 $表明同步性良好&k$I# 表明药品价位较高&l$I#
则相反%
EGIF管控措施

#$$制定辅助用药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医疗机构主要负
责人是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第一责任人&各临床科室的科
主任是辅助用药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制订院内辅助用药
目录&在院内办公系统进行公布% #B$加强辅助用药遴选*采
购&依据药品说明书和用药指南等&充分评估论证辅助用药的
临床价值&按照既能满足临床基本需求又适度从紧的原则进
行严格遴选% #@$对辅助用药管理目录中的全部药品进行重
点监控&每月进行动态监测和超常预警% #U$制定-辅助药物
的使用管理办法和评价标准.&明确辅助用药的适应证%
#C$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辅助用药的知识培训与教育&充分发挥
临床药师的作用&临床药师深入临床&围绕常见不合理用药与
医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 #>$严格落实辅助用药的处
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制度&对辅助用药的使用进行专项点评&处
方点评工作组每月重点点评销售金额排序居前 B 位的辅助用
药)根据-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对药物临床使用的
适宜性进行专项点评与分析% #%$对存在不合理使用辅助用
药的科室或个人&根据-安徽省儿童医院关于不合理处方的处
罚措施.进行惩罚&并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HF结果
HGEF辅助用药的销售金额(增长率及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
比例

通过多元性管控干预&我院辅助用药销售金额占药品总
销售金额的比例逐渐降低&由 "#$%年第 B季度的 $$I@=f降至
"#$=年第 "季度的 CIU#f&见表 $% 神经营养类辅助用药*电
解质类#高价$辅助用药和调节骨代谢药的销售金额及其占药
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均呈降低趋势)其中&神经营养类辅助用
药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由 "#$% 年第 B 季度的

CI>>f# @ BUC CC@I>" 元$降至 "#$= 年第 " 季度的 @IB%f
#B #UB ##@I=>元$)电解质类#高价$辅助用药销售金额占药
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 由 "#$% 年 第 B 季 度 的 #I$Cf
#$#U ""$I"#元$降至 "#$=年第 "季度的 #I#%f#UU %U%IBC元$)
调节骨代谢药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由 "#$% 年
第 B季度的 #I"#f#$"= U=@I@" 元$降至 "#$= 年第 " 季度的
#I#@f#"U >=UI##元$)其他类辅助用药的销售金额及其占药
品总收入比例稍有所波动&总体呈降低趋势%
表 EFHXEU年第 I季度至 HXEZ年第 H季度我院辅助用药的

销售金额(增长率及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
1$REF?()#0,K6+()#0,% 2%(96’%$6"$)7&()#6+60")6%$6+(
(-$7b0S$)67%02#-%(,6’"6’+%730$%6"%(-HXEU 6( 6’"

#"&()730$%6"%(-HXEZ

时间 药品总销售
金额J元

辅助用药

销售金额J元 增长率Jf 占药品总销售
金额的比例Jf

"#$%年第 B季度 C@ B=C @$@IB" > @#" $BBI$= / $$I@=
"#$%年第 @季度 C> $%U $@$I"= C CC> >BCI=" E=I=" =I="
"#$=年第 $季度 >@ "U% %#%I%@ C #U" =%"I"@ E=I"" %I$U
"#$=年第 "季度 C= >U$ $CUI@> @ UB# U=BI"B E"UI$U CIU#

HGHF<<<#排序居前 EX位的辅助用药及其<<?(.̂=
按照成人FFF计算&"#$%年第 B季度至 "#$=年第 "季度

我院FFF1排序始终居第 $ 位的辅助用药为脑蛋白水解物口
服液&注射用核黄素磷酸钠#包括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的
FFF1排序也一直居前 B位&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
脂#包括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注射剂$*注射用鼠神经
生长因子#$% (4$*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和奥拉西坦注射液的
FF9较高且 bJD较低)按临床使用剂量计算&脑蛋白水解物
口服液#补充药品通用名称$和注射用核黄素磷酸钠#包括核
黄素磷酸钠注射液$的FFF1排序也一直居前 B 位&注射用磷
酸肌酸钠*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包括单唾液酸
四己糖神经节苷脂注射剂$和注射用复合辅酶的 FF9较高且
bJD较低&见表 "/B%

IF讨论
IGEF辅助用药的界定分类

目前&我国尚无权威的*明确的辅助用药定义及分类% 该
类药物的适应证较广&临床不合理使用现象较为突出&已经成
为用药监管的重点+$&@5C, )特别是具有活血化瘀*营养神经等作
用辅助用药的不合理使用情况较为严重&既增加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又浪费了医药资源+"&>5%, % 控制辅助用药费用已成为
医疗机构降低药占比的重要手段&降低辅助用药使用比例对
降低药占比具有重要意义+B&=, % 我院在参照安徽省卫生健康
委临床路径管理中心制定的辅助用药目录的基础上&根据药物
治疗学*药理作用机制&结合各药品说明书标注的适应证*药
理作用等&对药物进行综合评价&将 "C 种辅助用药分为 = 类&
分别为神经营养类*电解质类#高价$*调节骨代谢药*营养心
肌类*免疫调节剂*改善循环类*维生素类#高价$及新型糖类%
IGHF辅助用药使用情况

由表 $可见&"#$%年第 B季度至 "#$=年第 " 季度我院辅
助用药销售金额占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持续降低&由
$$I@=f降至 CIU#f&呈负增长趋势)尤其是神经营养类*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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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FHXEU年第 I季度至 HXEZ年第 H季度我院<<<#排序居前 EX位的辅助用药及其<<?(.̂=#按照成人<<<计算$
1$RHF1(KEX $7b0S$)67%02#%$):"7R/ <<<#$)76’"+%<<?% .̂=-%(,6’"6’+%730$%6"%(-HXEU 6( 6’"#"&()7

30$%6"%(-HXEZ#R$#"7()<<<-(%$7056#$

药品通用名
"#$%年第 B季度 "#$%年第 @季度 "#$=年第 $季度 "#$=年第 "季度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 B $UBI" #I@ > B $@BIU #I@ C " $U"I" #IB > " $C"I@ #IB
注射用核黄素磷酸钠#包括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 U $ $">I$ #I" C " $BBIU #IB % U $"%IU #IC = > $"=IC #I%
奥拉西坦胶囊 = "# "U%I@ #I@ = $> "C#I$ #IC = $% "U=IU #IC U $> "U@I> #IB
注射用水溶性维生素 C $% %I% BI# % $C %I% "I# > $C %I% "IB C $% %I% BI#
注射用核黄素磷酸钠#包括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 B $# $%I$ BIB " = $%I@ @IU " % $%I> @I# " = "#I= @IU
注射用复合辅酶 @ > =#I# $I% U @ =#I# #I% B @ =#I# $IB % % =#I# $I#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4$ > " $UBIB #IB @ $ $UBIB #IB @ $ $UBIB #IB B $ $UBIB #IB
注射用复方三维b#"$ $# % $BCIU #I% / / / / $C $# $BCIU #IC $% $" $BCIU #I>
骨肽片 " $> $I% %IU B $% $I% CI# U "# $I% @I# @ "$ $I% UIB
脑蛋白水解物口服液 $ @ $@I@ @I# $ C $@I@ CI# $ C $@I@ CI# $ B $@I@ BI#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B# (4$ / / / / $# U "#=I> #IU $# U "#=I> #IU / / / /
脾氨肽口服冻干粉 / / / / / / / / / / / / $# $# #I@ $I#
!!注"’/(表示该季度无消耗量

<-+6"’/( ,./,M(+61+7(++7636,1.-M-.1*L8+,-. ,. +7,1c*(3+63

表 IFHXEU年第 I季度至 HXEZ年第 H季度我院<<<#排序居前 EX位的辅助用药及其<<?(.̂=#按临床使用剂量计算$
1$RIF1(KEX $7b0S$)67%02#%$):"7R/ <<<#$)76’"+%<<?% .̂=-%(,6’"6’+%730$%6"%(-HXEU 6( 6’"#"&()7

30$%6"%(-HXEZ#R$#"7()&5+)+&$57(#"$

药品通用名
"#$%年第 B季度 "#$%年第 @季度 "#$=年第 $季度 "#$=年第 "季度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FFF1
排序

销售金
额排序

FF9J
元

bJD
FF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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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类#高价$和调节骨代谢药的销售金额及其占药品总销售金
额的比例明显降低&其他类辅助用药的销售金额及其占药品总
销售金额的比例稍有所波动&总体呈降低趋势&说明我院辅助
用药管控成效显著% 但是&销售金额的降低并不一定代表药品
使用合理&需要综合考虑药物本身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和
药物治疗学等特点&进行综合点评和管控+$#5$", %

由表 "/B可见&从 "#$%年第 B季度开始实施多元性管控
干预以来&无论按照成人 FFF计算还是按照我院儿童患者临
床使用剂量计算&辅助用药各品种的销售金额排序*FFF1排
序变化不大&未出现集中现象&说明管控效果较好% 按照成人
FFF计算的FF9*bJD与按照临床使用剂量计算的 FF9*bJD
有所差别&根据成人FFF计算&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磷酸
肌酸钠*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包括单唾液酸四
己糖神经节苷脂注射剂$*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4$和
注射用复方三维 b#"$的 FF9均l$## 元&bJD均k$ 且大部
分k#IU&说明上述 U 种药品价位相对较高&性价比较差&其中

奥拉西坦注射液的 FF9l"U# 元&bJDk#IU&提示患者负担较
重)根据我院儿童患者临床使用剂量计算&仅注射用磷酸肌酸
钠的FF9l$##元&bJDk#IU&说明该药价位相对较高&性价比
较差% 两种计算方法中&奥拉西坦注射液的FF9差别较大&由
根据成人FFF计算的约 "U#元降至按照临床使用剂量计算的
约 U#元&按照临床使用剂量计算更为合理% 奥拉西坦注射液
是一种#5氨基丁酸的衍生物&药品说明书中明确指出其适应
证为脑损伤及其引起的神经功能缺失*记忆与智能障碍等症的
治疗&由于缺乏相应的使用规范&目前临床存在不规范用药的
倾向&应重点跟踪加强监管+$B, % 根据我院儿童患者临床使用
剂量计算&注射用磷酸肌酸钠的 FF9仍较高&l$## 元&且
bJDk#IU&说明该药价位相对较高&性价比较差&在临床使用
中患者的经济负担较重&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注射用磷酸肌酸
钠的监管% 临床使用注射用磷酸肌酸钠治疗儿童心肌损伤
时&须有效把握使用指征&以免增加不良反应和不必要的经
济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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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为有效减少辅助用药的不合理使用&我院医务
处联合临床药师对临床各科室辅助用药的使用情况采取多种
举措的严格监控&效果显著&但辅助用药的不合理使用情况仍
然存在% 因此&需要持续改进干预措施&加强辅助用药申请审
批管理手段&降低辅助药品使用费用+$U, )加强信息化技术合理
用药平台的构建&提高工作效率及点评的质量+$C5$>, )对药品的
使用进行动态*科学的监管&以助于降低药占比&促进临床合理
用药+$%, % 近年来&随着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医疗卫生
机构已更加重视合理用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3@ 号$ +$=,中也要求
控制辅助用药金额占比*控制药品费用等% 因此&医院的合理
用药工作任重道远&药品费用的控制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医
院应多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综合干预措施&促进临
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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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能力&才能保证整个化疗过程顺利进行+"B, % 本研究中&铂类
药物的DFA以骨髓抑制最为常见&年龄lC#岁*联合用药可能
增加铂类药物致 DFA的发生率% 不同铂类药物引起的 DFA

存在差异&如奈达铂引起血液系统反应较为多见&而奥沙利铂
引起神经系统反应和过敏反应更为常见% 此外&文献报道&合
并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以及化疗前血红蛋白异常的患者为骨
髓抑制高危人群+"@, % 应在首次化疗前进行评估&针对高危人
群&在化疗开始前使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药物&并
在化疗周期中严密观察&预防*减少骨髓抑制的发生&保证后续
化疗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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