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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分析地震伤伤类和伤情与药品需求的关系

。

方法
�
收集唐山地震中伤员的伤类分布数据和某三

甲医院救治 同类事故伤员的用 药数据
,

分析两者的数量关 系
。

结果
�
地震伤救治 的药品主要是镇痛药

、

杭感

染药
、

止血药
、

水和 电解质类药等
。

药品需求量随伤情严重度增加 而增加
。

结论
�
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地震

灾害伤员救治的药品准备和供应提供依据
。

关键词 地震灾害 � 药品供应 �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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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我国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
。

地震灾害

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

1 9 7 6 年唐

山地震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至今记忆犹

新
。

由于地震灾害的突发性和意外性
,

药品需求的

品种结构和数量难以确定
,

药品供应常常处于准备

不足的被动境地
。

例如
,

1 9
76 年唐山地震的医疗救

护中
,

因破伤风抗毒素
、

升压药
、

输液
、

外伤敷料等品

种不齐
、

数量不足
,

对救治质量产生明显 的影响川
。

因此
,

了解地震伤救治药品的需求结构及其分布是

十分重要的
。

由于得不到有关地震受伤人员及其用

药的原始数据
,

我们采用类比方法
,

以唐山地震的创

伤分类为基础
,

以平时城市事故中同类创伤伤员的

用药数据为资料
,

对地震伤救治药品的需求进行系

统分析
,

以期对地震伤救治药品的储备和供应提供

有价值的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资料来源

(l)北京军区某医院在唐山地震中收治的伤员伤

情资料
,

代表地震伤的伤类分布和伤势程度
。

该院

共收治 伤员 17 7犯 人
,

其 中骨 折 伤 9 966 人

(56
.
2% )

、

软组织伤 6 606 人 (37
.
25% )

、

四肢神经

伤 353 人(1
.
99% )

、

颅脑伤 155 人 (0
.
87% )

、

其他

伤652 人(3
.
65% )川

。

(
2
)上海市某三 甲医院 1999

年 7 月至 20 00 年 6 月救治同类事故伤伤员的用药

数据
,

代表地震伤的用药结构与水平
。

1

.

2 研究方法

采用类比分析方法
,

对某三甲医院同类创伤伤

员的用药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

分析创伤分类与

用药品种
,

创伤严重度与用药量之间的关系
。

1

.

2

.

1 病例人选标准 (l) 创伤性质为骨折伤
、

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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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伤或脊柱伤;(2腔愈出院
;〔3) 无其他主要影响用药

的疾病 (如心脑血管疾病
、

肿瘤等)
。

1

.

2

.

2 创伤评分 对每一伤员的创伤严重程度打

分
,

以反映伤势的轻重
。

本研究采用损伤严重度评

分法(Inj
u琢 Se ve rity s eo re

,

x s s
)

[
2 〕

。

该方法是 以解

音J部位的损伤为依据
,

适合于对多发伤的伤情评定
。

1

.

2

.

3 汇总并计算各类创伤的用药品种数和用药

量
。

1

.

2

.

4 计算各种药品 的限定 日剂量数 (DD Ds )
。

D D D
s 二
某种药品的用药量/该种药品的 D DD 值

。

各药品的 D D D 值参考有关文献确定〔’1
。

1

.

2

.

5 用线性回归拟合药品需求量 D DD
s
与创伤

严重度 155 的关系模型
,

用以估计地震伤救治的药

品需求量
。

2 结果

2
.
1 病例一般情况

收集符合人选标准的创伤病例 246 例
,

其中男

性 17 1 人
,

女性 75 人
,

平均年龄 40
.
75 岁

。

伤类分

布
:
骨折 14 1例(51

.
1% )

、

颅脑伤 101 例(36
.
6% )

、

脊柱伤 34 例(12
.
3% )

。

2

.

2 创伤救治药品的一般需求

研究样本的统计数据表明创伤救治药品主要包

括镇痛药
、

抗感染药
、

止血药
、

电解质
、

水和酸碱平衡

药
。

其他辅助药物包括促进伤 口愈合
、

营养机体和

神经细胞的药物
,

治疗创伤应激反应的药物等
。

各

类主要药品的需求见表 l
。

表 1 246 名创伤伤员的前 30 位药品消耗量排序

序号 品 名 D D D 。 序号 品 名 D D D s

I 注射用头抱拉定 760 16 止血敏注射液 13 4

2 5%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737 17 苯巴比妥注射液 117

3 维生素 C 注射液 686 18 度冷丁注射液 112

4 10 % 葡萄糖注射液 4% 19 阿托品注射液 110

5 注射用丁胺卡那霉素 485 20 庆大霉素注射液 108

6 0
,

5 % 甲硝哇注射液 4 13 21 扫身多11靓沫G钠 104

7 维生素 B6 注射液 33一 2 2 安定片 93

8 地塞米松注射液 277 23 弥可保 86
9 平衡液 266 24 生理盐水注射液 84

10 三磷酸腺昔注射液 250 25 止血芳酸注射液 73

11 注射用头抱曲松 一9 5 2 6 全俊上素幻 注身书夜 73

12 糜蛋白酶 175 27 维生素k4 注身书夜 60

13 氯化钾注射液 巧3 28 速尿注射液 51

14 酚酞片 151 29 甘露醇注射液 46

巧 去痛片
_
142 翌) 丢互夔缝塑丝一竺

2
.
3 创伤伤类对用药量的影响

不同的地震创伤伤类对用药量有明显的影响
。

按伤类分组
,

各组用药量 呈现 明显的差别
。

以输液

的人均用量为例
,

颅脑伤的晶体液用量是脊柱伤的

1 23 倍
,

是骨折伤的 1
.
68 倍

,

表明受伤部位及伤势

轻重对药品的需求不同
。

颅脑伤的抗感染药物用量

也居首位
,

而骨折伤与脊柱伤则无明显差别
。

2

.

4 创伤伤类对用药品种的影响

不同的地震创伤伤类对用药品种有一定 的影

响
。

研究结果表明颅脑伤用药品种数略多于其他两

组
,

特别是神经系统用药
。

但其中的镇痛药在三组

中没有太大的差别
,

只是麻醉性镇痛药在骨折伤中

用得略多
,

颅脑伤用的较少
,

这是因为麻醉性镇痛药

不适合颅脑伤伤员
。

2

.

5 严重创伤所致的应激反应增加 了治疗用 药的品

种

急性创伤所致的应激反应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

重视
,

其中胃肠道应激反应尤为明显
。

研究样本中

发现有不少病例使用 了治疗溃疡的药物
,

如法莫替

丁
、

泰胃美
、

构椽酸秘钾等
。

由于颅脑伤更易产生应

激反应
,

因此其抗溃疡药人均用量也略高于其他两

组
。

2

.

6 创伤严重度与药品需求量的关系

应用 Exc el 97 的统计程序
,

以 155 为 自变量

(x )
,

D D D
S

或实际用量为应变量 (Y )
,

对样本数据

进行线性回归
,

结果如下
:

(l)骨折伤严重度 (X )与止血药用量 (Y
,

单位
:

D D DS)的关系模型
,

Y
= 一 7

.
4 4 8

+ 1
.
5 6 0 7 X

R
Z =

0

.

6 1 5 7 p = 1
.
1 7 x l o

一 3 0

(2 )脊柱伤严重度 (X ) 与脱水药用量 (Y
,

单位
:

D D Ds)的关系模型
,

Y
= 一 1 5

.
7 4 1 7

+
2
.
3 7 4 8 X

R Z = 0
.
7 3 1 4 p = l

.
l s

x l o
一 10

(3 )颅脑伤严重度 (X )与输液总量(Y
,

单位
:m L)

的关系模型
,

Y
== 一

1 3 1 1
.

0 1
+
8 9 6

.

5 4 4 X

R Z = 0

.
2 5 1 3 9 4 p = 1

.
1 6

x x o
一 8

2

.

7 地震灾害主要伤 类的救治 用 药品品种 与数量

的估计

根据上述结果
,

参考地震 中三类伤的大体比例

(骨折 :脊柱伤 :颅脑伤
=
73 :25 : 2) 川

,

初步确

定地震灾害救治药品的品种
,

可以研究样本中的用

药品种为基础
,

数量则按以下公式确定
:0
.
73 骨折

用药量
十
0
.

25 脊柱伤用药量
+ 0
.
02 颅脑伤用药量

(见表 2 )
。



表 2 救治 10 0 名地震伤员主要药品品种与数量 (创伤严重度按中等伤计)

药品名称 数量 药品名称 数量

注射用青霉素 G 钠 (80 万/瓶)

注射用头抱拉定 (l岁瓶 )

注射用头抱曲松( 1留瓶 )

注射用丁胺 卡那霉素(0
.
2酬瓶 )

环丙沙星注射液(0
.
2留支)

甲硝哗注射液 (0
.
5% ,

2
50

m F 瓶 )

氟呱酸胶囊 (0
.
1留粒)

度冷丁注射液 (loo m岁支 )

去痛片(0
,

5 岁片)

立止血( IK U /瓶 )

止血敏注射液 (0
.
25 留支)

止血芳酸注射液(0 1岁支)

注射用苯巴比妥钠(0
.
1留支)

安定注射液( 10 m 岁支)

安定片 (2
.
sm 留片)

阿托 品注射液(s m岁支 )

山蓑若碱注射液(10 m梦支)

维生素 C 注射液 (0
.
5留支)

维生素 C 片(0
.
1岁片 )

维生素 B6 注射液(0
.
1『支)

350

000

98

225

20

50

100

6

8oo

280

1oo

l0

110

l0

30

000

1oo

l0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地震创伤用药的系统分析为救治药品

的储备和供应提供了理论依据
。

但由于地震伤的实

际救治数据很难收集
,

目前只能采用类比的方法
,

因

而存在着一定 的偏差
。

然 而
,

从药品供应的保障角

度看
,

研究的结果对实际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

由于创伤或疾病严重度与用药量之间存在着一

个理论上的饱和值
,

因为任何一种药物在体内都有

一定的血药浓度
,

这个浓度不能超过个体的需要量
,

更不能达到中毒量
,

所以创伤严重度与用药量之间

的关系仅在一定数量范围内的成立
,

不能无限推延
。

由于药品可选择性的增大
,

同类作用的药品品

种很多
,

因此
,

通常把各种药品的 日剂量数 (DD D
S)

相加
,

作为治疗样本总体的用药总量
。

但是
,

各种药

物的作用机理和药效强度存在差别
,

同样的日剂量

数并不能达到相 同的治疗结果
。

例如
,

临床用药统

5% 葡萄糖注射液(瓶 ) 460

10 % 葡萄糖注射液(瓶 ) 390
0
.
9% 氯化钠注射液(瓶 ) 65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瓶 ) 510

平衡液 (瓶) 430

3 % 氯化钠注射液( 100 m l/瓶) 30

706 代血浆(瓶 ) 4

低分子右旋糖配(瓶 ) 12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瓶) 25

甘露醇注射液 (250 m l/ 瓶) 75

人血白蛋白(20% /支 ) 45

速尿注射液(0
.
02 岁支) 110

胰岛素注射液(400 叮瓶) 3

辅酶 A 注射液 (loo u/ 支) 26

三磷酸腺昔注射液(20 m岁支) 48

氯化钾注射液(10 m l/支) 200

地塞米松注射液(sm岁支) 400

法莫替丁(Zom 岁片 ) 30

酚酞片(片) 180

开塞露(20m l/ 支) 90

计表明
,

用法莫替丁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治愈天数少

于雷米替丁
。

因此
,

用 日剂量数表示药品的需求量

存在着一定偏差
。

地震伤往往是建筑物倒塌
、

火灾等引起的创伤
,

本文以唐山地震伤为依据
,

代表了地震伤的一般情

况
,

但是不能包括其他复杂情况
。

因此
,

遇到地震灾

害时
,

应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调整救治药品

的品种和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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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介绍应用计算机网络管理 医院药品信息

。

方法
:
在 医院 内药品流通各个环节上设立计算机工作

站
,

并通过局域 网通信设备与服务器连接
,

形成星型拓扑结构网络
,

安装应用软件
,

使各工作站之间药品信息

互相交换传递
。

结果 :实现 医院 药品信息共 享
,

药品信息传递 简便
、

快速
、

准确
,

方便 医务人员和患者用 药
。

结论
:
计算机 网络管理 医院药品信息

,

操作简便
,

具有优越性
、

科学性
,

值得推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