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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6年我院中药注射剂的应用分析
唐丽娜

（江苏省江阴市中医院 江阴 214400）

摘要：目的：了解我院中药注射剂的应用情况。 方法：采用回顾性的调查方法，对本院 2004~2006 年中药注射剂的使用量、用药

金额及 DDDs 进行分析。 结果：我院中药注射剂 3 年来的使用频度波动不大，心脑血管类中药注射剂用药金额及 DDDs 三年均稳
居首位。 结论：中药注射剂应用广泛，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严格掌握适应证，合理应用，提高药物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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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是传统中药给药途径的重大突破， 随着中
药制剂工艺飞速发展，其在医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我院
是一所以中医中药为特色的二级甲等中医院，本文通过对我
院 2004~2006年中药注射剂的品种、金额、用药频度等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了解中药注射剂的应用状况，探讨其临床用
药特点及趋势，为临床安全、有效、经济用药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来源于我院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记录的
2004~2006年中药注射剂用药数据,包括药品名称、规格、包
装、零售价、数量、用药金额等。
1.2%%%%方法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限定日剂量
(Defined%daily%dose,DDD) 和药品金额作为计量单位进行分
析。药品 DDD值参照《中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2005年版)、
《新编药物学》(第 15版)和药品说明书确定。以药品的总消耗
量除以 DDD值,求得该药的用药频度(DDDs)，DDDs可反映
不同年度的用药动态和用药结构。
2%%%%结果与分析
2.1%%%%各类中药注射剂应用情况 见表 1。 我院 3年来心脑血
管类中药注射剂的品种数、用量及金额稳居首位，用药金额
占总用药金额的 80%左右，主要因为这类中药注射剂处方来
源可靠，临床疗效确切，起效迅速，副作用小。 该类中药注射
剂在心脑血管急症上的应用以及预防用药和维持治疗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抗肿瘤类中药注射剂为 2004年新
进品种，其用药金额呈快速增长趋势，其占总用药金额的比
例也由 2004年的 0.03%升至 2006年的 10.39%，抗肿瘤类化
学药物一般具有很强的毒副作用，所以人们一直努力寻找高
效、低毒的抗肿瘤中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也有了新
的发展。 消化系统类中药注射剂用药金额占总用药金额比例
一直较小且总体呈下降趋势。

表 1%%%%2004~2006 年各类中药注射剂的用量、用药金额及所占比例

2006%%%%%%%%%%%%%%%%%%%%%%%%%%%%%%%%%%%%%%%%%%%%%%%%%%2005%%%%%%%%%%%%%%%%%%%%%%%%%%%%%%%%%%%%%%%%%%2004%%%%%类别 品种数 量 金额 /元(%)%%%%品种数 量 金额 /元(%)%%%%品种数 量 金额 /元(%)

心脑血管类 14%%%%%126922%%3344785.7(78.92)%%%%15%%%%124131%%3614412(93.69)%%%14%%%110779%%3013628(%77.32)
抗肿瘤类 1%%%%%%1760%%%%%%%440320(10.39)%%%%%%%%%1%%%%%%348%%%%%%%%88260(2.29)%%%%%%%%%1%%%%%5%%%%%%%%%%%%%1297(0.03)
消化系统类 2%%%%%%5416%%%%%%55742(1.32)%%%%%%%%%%%%%%2%%%%%%6799%%%%%%45425(1.18)%%%%%%%%%2%%%%%8790%%%%%%%128280(3.29)
其他 3%%%%%%22568%%%%%397514(9.38)%%%%%%%%%%%2%%%%%%5066%%%%%%109810(2.85)%%%%%%%2%%%%%27270%%%%%754458(19.36)
合计 20%%%%%156666%%%4238361.7(100)%%%%%%20%%%%136344%%%3857907(100)%%%%%19%%%146844%%%3897663(100)

2.2%%%%单品种中药注射剂应用情况 见表 2。 心脑血管药刺五
加和抗肿瘤药天地欣在 3年的用药金额排序中持续上升，在
2006年分别居第 1位和第 2位；心脑血管药疏血通、 血塞通
在 3年用药金额排序中较稳定； 清开灵用药金额在 2004年
居第 1%位，后两年持续下降，2006年降至第 16位。 3年中进
入中药注射剂 DDDs排序中前 3位的品种有刺五加、 血塞

通、炎虎宁、丹参、生脉、参麦、清开灵。 心脑血管类药丹参
（10mL）注射液的 DDDs始终排在第一位；清开灵在 2004年
居第 2位，2006年降至第 16位；血塞通在 3年 DDDs排序中
较稳定，在前两年中居第 4位，2006年居第 3位。

表 2%%%%中药注射剂单品种用药金额及 DDDs 排序

2006%%%%%%%%%%%%%%%%%%%%%%%%%%%%%%%%%%%%%%%%%%2005%%%%%%%%%%%%%%%%%%%%%%%%%%%%%%%%%%%%%%%%%%%%%%%%2004药品名 总金额 排序 DDDs%%排序 总金额 排序 DDDs%%排序 总金额 排序 DDDs%%%排序

刺五加 513462%%%%%%1%%%%%%%%6468%%%%%%%4%%%%%%532888%%%%%2%%%%%%%%9032%%%%%%2%%%%%%%157530%%%%%%9%%%%%%%%%2670%%%%%%%%%7
天地欣 440320%%%%%%2%%%%%%%%1760%%%%%%13%%%%%88260%%%%%%%14%%%%%%348%%%%%%%%20%%%%%1297%%%%%%%%%%19%%%%%%%5%%%%%%%%%%%%%%%19
银杏达莫 433008%%%%%%3%%%%%%%%5580%%%%%%%5%%%%%134886%%%%%%9%%%%%%%%1722.5%%%11%%%%%0%%%%%%%%%%%%%%%%20%%%%%%%0%%%%%%%%%%%%%%%20
疏血通 432960%%%%%%4%%%%%%%%3200%%%%%%%7%%%%%595320%%%%%%1%%%%%%%%%4400%%%%%6%%%%%%297660%%%%%%%%5%%%%%%%%2200%%%%%%%%%8
血塞通 411325.2%%%5%%%%%%%%7191%%%%%%%3%%%%364535.6%%%%5%%%%%%%%%6373%%%%%4%%%%%%466523.2%%%%3%%%%%%%%%8156%%%%%%%%%4
炎虎宁 341210%%%%%%6%%%%%%%%11450%%%%%2%%%%0%%%%%%%%%%%%%%%%21%%%%%%%%%0%%%%%%%%%%21%%%%%0%%%%%%%%%%%%%%%%%20%%%%%%%0%%%%%%%%%%%%%%%20
舒血宁 319410%%%%%%7%%%%%%%%2047.5%%%12%%%%68640%%%%%%%15%%%%%%%%440%%%%%%%18%%%%117860%%%%%%%13%%%%%%%810%%%%%%%%%%%17
参麦 318543%%%%%%8%%%%%%%%2688%%%%%%10%%%%352158%%%%%6%%%%%%%%%%3875.7%%%7%%%%%551722%%%%%%%2%%%%%%%%%8207%%%%%%%%%%3
葛根素 217406%%%%%%9%%%%%%%%2930%%%%%%9%%%%%377126%%%%%%4%%%%%%%%%%5030%%%%%5%%%%%%418292%%%%%%%4%%%%%%%%%580%%%%%%%%%%%18
生脉 186900%%%%%10%%%%%%%2966.7%%%8%%%%%403095%%%%%%3%%%%%%%%%%6398.3%%3%%%%%%126000%%%%%%11%%%%%%%%2000%%%%%%%%%9%%
丹参 10mL%%%146880%%%%11%%%%%%%18360%%%%1%%%%102300%%%%%%%13%%%%%%%%12788%%%1%%%%%156600%%%%%%%10%%%%%%%%19575%%%%%%%1
丹参 250mL%114354.5%12%%%%%%%2372.5%%11%%%167013%%%%%%%8%%%%%%%%%%3465%%%%%8%%%%%161775%%%%%%%8%%%%%%%%%%%3150%%%%%%%%6
参附 103400%%%%13%%%%%%%1253.3%%16%%%206937.5%%%%7%%%%%%%%%%2508.3%%9%%%%%79125.5%%%%%%14%%%%%%%%%958.3%%%%%%16
醒脑静 60572%%%%%%14%%%%%%%1594%%%%%14%%%118542%%%%%%11%%%%%%%%%1718%%%%12%%%%209360%%%%%%%6%%%%%%%%%%%3218%%%%%%%5
红花 60000%%%%%%15%%%%%%%1200%%%%%17%%%120000%%%%%%10%%%%%%%%%2400%%%%10%%%%71500%%%%%%%%%15%%%%%%%%%1430%%%%%%%12
清开灵 55692%%%%%%16%%%%%%%4284%%%%%6%%%%%108982%%%%%%12%%%%%%%%%808%%%%%%16%%%%753126%%%%%%%1%%%%%%%%%%%10860%%%%%2
苦黄针 42630%%%%%%17%%%%%%%609%%%%%%20%%%%%30795%%%%%%%17%%%%%%%%%868.5%%%14%%%%119700%%%%%%%12%%%%%%%%%%1710%%%%%%10
脉络宁 26565%%%%%%18%%%%%%%1155%%%%18%%%%%11615%%%%%%%19%%%%%%%%%505%%%%%%17%%%%34960%%%%%%%%%16%%%%%%%%%%1520%%%%%%11
茵栀黄 13112%%%%%%19%%%%%%%1490%%%%15%%%%%14630%%%%%%%18%%%%%%%%%1662.5%13%%%%%8580%%%%%%%%%%17%%%%%%%%%%975%%%%%%%%15
柴胡 612%%%%%%%%%%20%%%%%%%637.5%%%%19%%%%%828%%%%%%%%%%%20%%%%%%%%862.5%%%%15%%%%1332%%%%%%%%%%%18%%%%%%%%%1388%%%%%%%13
复方麝香 0%%%%%%%%%%%%%%21%%%%%%%%0%%%%%%%%%%21%%%%%59356%%%%%%%16%%%%%%%%418%%%%%%%19%%%%164720%%%%%%%%7%%%%%%%%%%1160%%%%%%%14
合计 4238361.7%%%%%%%%%%%79236.5%%%%%%%%%3857907.1%%%%%%%%%%%%65623.3%%%%%%%%3897662.7%%%%%%%%%%%%%%%70572.3

3%%%%讨论
中药注射剂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给药

方便、快速起效的特点，为疾病的治疗与控制提供了更多的
药物选择[1]。 例如丹参常用于治疗心绞痛，口服效果不理想，
注射剂加入输液中静脉滴注，不仅起效快，且在扩冠、增加心
血流量等方面效果显著。 但在广泛应用中药注射剂的同时，
一方面应严格掌握适应证，既要参考现代药理研究,更要遵循
辨证施治原则；另一方面还应提高药物的安全性，减少不良
反应的发生。 中药注射剂的使用原则与中药的使用原则一
样，必须辨证用药，合理施药。 尽管中药注射剂经过了现代制
药工艺的制作，但寒热温凉等药物的性质不变，必须寒凉者
热之、温热者凉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要严格按照中医理
论的原则正确配方施药。 如清开灵为治疗温病的有效方剂，
若表证未解即用清开灵直清里热，或把清开灵当作抗病毒退
热药，不加辨证地用于各种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的病人，结果
必然效果不佳，甚至产生不良反应。 我院的清开灵的使用也
正日益谨慎、规范。

中药安全性比西药大的观点在许多医护人员中比较普
遍，剂量大、浓度高、疗程长是我院临床使用中药注射剂较常
见的不合理现象。 给药时应尽量简单，避免多种药物联用，尤
其尽量不与右旋糖酐或抗生素等联合配伍。 在临床配制过程
中应注意：两种浓度不同药物配伍时，应先加浓度高的，再加
浓度低的，以减少结晶速度，避免注射器内残留液与其它药
液发生反应；根据药物的药理性质合理安排（下转第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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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ine%B)和异紫杉碱(Iso-taxine%B)。 吴民淑[13]等建立了用于
测定盐酸关附甲素血药浓度的 LC-MS法， 并探讨了关附甲
素在犬体内的药动学。 顾泳川[14]采用 HPLC-MS法对大鼠尿
中黄芪甲苷的含量进行测定，检测了大鼠静脉滴注黄芪甲苷
后的尿药浓度，并计算出了药动学参数。
4%%%%在中药代谢化学方面的应用

多年来，由于分析技术和测试手段的限制，要确定代谢
物结构必须首先分离并得到制备量的代谢物单体，再用光谱
技术进行鉴定； 又因中药复方成分及其代谢变化的复杂性，
人们对中药复方的代谢研究一直难以深入。 随着现代色谱联
用技术的发展，将其强大的分离能力和光谱技术提供的丰富
结构信息结合起来，使得体内多种微量代谢物的分离、鉴定
成为一个连续过程，尤其是 HPLC-MS的样品前处理简单，一
般不要求水解或衍生化处理，可直接用于药物及其 I、Ⅱ相等
极性较大代谢物的同时分离、鉴定。 研究时，通常在 HPLC与
MS 之 间 插 入 二 极 管 阵 列 检 测 器 (DAD) 形 成
HPLC/DAD-MS， 这样 HPLC色谱图中各峰先由 DAD%采集
紫外光谱图，检测代谢物及其纯度，再由 MS采集质谱图，即
色谱图中各峰经过 DAD及MS的双重鉴别， 提高了代谢物
峰辨识的准确性，尤其是 LC-MSn技术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运用该技术不仅可避免复杂繁琐的分离、 纯化代谢物的工
作，而且可分离鉴定难以辨识的体内痕量代谢物。 姚庆强等
[15]。 对大鼠肝微粒体中 (+)，(-)- 黄皮酰胺及其代谢物进行
HPLC-ESI-MS分析， 根据 MS的碎片信息检测主要的代谢
物，对代谢物结构碎片进行分析，确定其结构，除检测出主要
已知代谢物外，还检测出一种新的代谢物，通过质谱碎片分
析推断其结构为 3-去氢黄皮酰胺。孙莹等[16]利用液相色谱－
电喷雾离子阱质谱法分离鉴定乌头碱的 4种代谢物，推测分
别为 16-O-去甲基乌头碱、 乌头次碱、16-O-去甲基乌头次
碱、乌头原碱。 Bajad等[17]采用 LC/NMR/ESI-MS法在大鼠尿
中鉴定出胡椒碱一种新代谢物 5- (3,4-methylene-dioxy-%
pheny1)%-%2E， 4E%-%pentadienoicacid-N- (3-ylpropi% -%onicacid)
-amidel。
5%%%%问题与展望

虽然 LC/MS技术在中药研究中具有可观的应用潜力，
但其普遍性远不及 HPLC或 GC/MS。 除因仪器普及程度较
低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谱图解析困难，研究人员往往不能
充分利用实验提供的信息解决具体研究中的问题。 迄今为
止， 各类天然产物的 EI-MS裂解规律虽然已有了大量的积
累， 但 LC/MS一般采用软电离技术， 常用的接口是电喷雾
(ESI)、大气压化学源(APCI)等电离源。 化合物在这些离子源
里发生离子化及裂解的方式与 EI-MS有着明显的差异。 因

此，LC/MS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应以阐明各种中
药成分的质谱裂解规律为基础。

色谱联用技术对混合物的分析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选
择性及广泛的适用性，可对提取物中的已知、未知结构的成
分及其代谢物进行定性分析，而质谱联用可进行中药成分及
其生物样品的定量分析， 使其在中药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
为加快寻找先导化合物提供了一种高效、切实可行的分析方
法。 我们相信，随着色谱联用设备的普及，必将在中药研究领
域得以广泛应用，从而加快我国中药现代化的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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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2页）输液顺序；相互反应的药物在使用中应间隔，
或用生理盐水冲管，我院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所欠缺。 由于许
多中药注射剂均非单一成分， 成分复杂， 对配伍后药理、药
效、毒理方面的变化研究尚少。 因此，建议分别使用较为合
理，以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性与有效性，也便于药效评价。

中药注射剂虽已在临床治疗上得到普遍使用和广泛认

可，但是近年来发展缓慢，而且多用于清热解毒及心脑血管
疾病，因此，应广泛采用新技术，切实提高中药注射剂的疗效
及降低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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