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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经济学对 种心绞痛治疗方案的分析

薛 冬

四川省洪雅县人民医院 洪雅县  

摘要 运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
,

对 种心绞痛治疗方案进行了比较分析
,

得出了最佳治疗方案
。

通过

分析说明
,

药物经济学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

降低医疗费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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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国外在合理用药 方面除了以前

提 出的
“

安全性
、

有效性
”

之外
,

又提 出了
“

经

济性
”

的问题
,

并 由此逐步发展形成了一门新

兴 的边缘 学 科
—

药 物 经 济 学
。

药物 经济学是对卫生保健系

统和社会的药物治疗成本和效果的描述与分

析〔
‘〕

,

其研究主要是对 比药物治疗与其它治

疗方案
,

或不同药物治疗方案所产生的经济

效果的相对值  
。

运用药物经济学
,

可以合

理地分配有限的 医疗经费
,

使病人在治疗中

同时考虑到药物的疗效
、

毒副作用
、

药品价格

等
,

并使病人得到 最佳的治疗效果和最小的

经济负担
。

笔者选择了余宏伟等人治疗心绞

痛的 种方案〔〕
,

试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
,

对

其进 行成 本一效果分析
 
一

 ! !

 
,

以期抛砖引玉
,

为 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有效的数据
。

一
、

对象与治疗方案〔

一 对家的选择

例均为住院病人
,

其 中男性 例
,

女

性 例 年龄 士 一 劳力型心绞

痛 例
,

自发型心绞痛 例
,

混合型心绞痛

例 病程 士
一 其中并发高血压

病 例
,

糖尿病 例
,

陈旧性 心肌梗死

例
。

有严重心力衰竭及心律失常者不列入本

观察范围
。

二 治疗方案

组 前列 地尔 一 科

葡萄糖水 或生理盐水 为方便后

文 计 算
,

将 其 统 一 定 为 拜

, , 。

组 硝酸异 山梨酷  
,

舌 下含

化
,

硝苯地平
,

因
, 。

组 拌
, ,

,

舌下含化
, ,

卯
, 。

种方 案均 以 为一个疗 程
,

间隔

再进入第 个疗程
,

每个病人均用 个疗程
。

所有病人观察期间均停用其它一切抗心肌缺

血药物
。

二
、

分析方法

一 成本的确定

成本是指所关注的某一特定方案或药物

治疗所消耗 的资源的价值
,

成本用货币单位

表示’
。

药物 经济学 的成 本不仅 指药品价

格
,

还包括治疗费用
、

仪器损耗
、

实验检测
、

劳

动消耗等一切 费用
‘〕

。

为使分析结果 具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
,

所有费用均按 年 月

的价格计算
,

同时去除各种不确定的费用 因

素
,

仅提 出下列成本概念
。

检查费用 , 患者在治疗期间所

作各种检查的费用
。

结合治疗 方案
,

每例 患

者于治疗前后作 了肝功能
、

肾功能
、

血脂
、

血

糖及心 电图检查  
,

各项 检查单价分别为

元
、

元
、

元
、

元及

元
。

则 种治疗方案的 味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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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用 药费用 药 患者所使用药品的 元

费用
。

拌
,

元  
,

元
,

元
,

元

元
。

则 种治疗方案的 药 分别为

元

元 二 效 果的确定
·

二 2
.

80 元 ; 效果是指所关注的特定药物治疗方案的

C = (12
·

6
4

X
2

.

5
+

2

.

9 0
+

0

.

0 2
X

4
+

0

.

0
4

X I店床结果
,

效果用某种特定的治疗 目标值来

3) X 7 X 2 = 48 5
.
80 元

。

表示 [’]
。

本文 用对心绞 痛症 状的 总有效率

3
.
给药服务费用(C 给 ) 患者使用药物 和对心电图改善的总有效率分别表示

,

见表

时所需的费用
。

iv
:
2

.

00 元 ;舌下含化
:0
.
00 1 ,

其疗效的确定参照全国冠心病及心绞痛评

元;po
:0
.
00 元

。

则 3 种治疗方案的 c 给 分别 定标准执行[3]
。

为
:

(三 )成本一效果分析

A = 2
.
OO X 7 X Z = 28

.
00 元 ; 成本一效果分析的目的在于平衡成本和

B = (0
.
00 X 4 十 O

.
0 0 X 3)

X 7 x 2 = 0
.
0 0 元; 效果

,

在二者之间找寻一个最佳点
,

而成本效

C = (2
.
00 + 0

.
00 ) X 7 X Z = 28

.
00 元

。

果比(C/ E )则把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

它

4. 因医院 治疗 工资损失的 费用 (C 二资 ) 是采用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来表示
。

在对

患者因病住院而失去的收入
。

根据国家统 不同治疗方案进行分析 比较时
,

有的方案可

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
:1994 年我国城镇职工 能花费的成本很多而且产 生的效果也很好

,

人均 年平 均工 资 为 45 10
.
00 元[s]

,

按 每年 而增加效果需要增加病人的支出
,

这时就要

36 5 日计算
,

得到全国职工人均 日平均 工资 考虑每增加一个效果单位所花费的成本
,

即

为 12
.
36 元

。

则 3 种治疗方案的 q
资为

:
增长的成本效果 比(△C/ 屺)

,

它代表了一个

A 二 B 二 C 二 12
.
3 6 又 ( 7

+ 5 + 7)
= 2 3 4

.
8 4 元 方案的成本效果与另一冷方案 比较而得的结

5
.
总成本 (C 总) C 总 =

味
十 C 药 +

悔
+ 果

。

故将 3 种治疗方案的成本 由低到高进行

C工资
。

由此 3 种治疗方案的 C总 分别为
:

排列
,

并以最低成本(方案 B )为参照
,

其它 2

种方案与之对比而得到 △
C/
△E

,

见表 1
。

表 1 3 种心纹痛治疗方案的成本一效果分析

治疗方案 成本 (C )
效果(E

,

% ) C /
E

症状
J
合电图

B

A

333
.
64

84 1
.
84

844
.
64

症状 心电图

4
.
02 6

.
42

9
.
90 15

.
03

8
.
45 10

.
18

△C / △E

症状 心电图

0/0 0/0

254
.
10

30
.
06

127
.
05

16
.
48

2
�6八」一、�一、�O八内J�11八Un八�O八

0

J.几

( 四 )敏感度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变量通常较难

准确地测量出来
,

而且每个治疗方案在不同

人群或不同医疗单位中的费用及效果可能不

同
,

很多难以控制 的因素对分析结果都有影

响
,

所以必须采纳某些假设或估算数据
。

敏

感度分析就是为了验证不同假设或估算对分

析结果的影响〔幻
。

笔者把 3 种方案的 c 总 相

加得
:
总费用 = 841

.
84 + 333

.
64 + 844

.
64 =

20 20
.
12 元

,

再分别求出味
、

c
药

、

c
给

、

q

资分

别占总费用 的百分 比
。

即
:
味
= 28 8

.
00 元

,

占总费用的 14 % ;c 药 = 9 71

.
6 0 元

,

占 48 % ;



给 = 5 6
.
0 0 元

,

占 3% ;C工资 = 7 0 4
.
5 2 元

,

占

35 %
。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

力的提高
,

劳动和时间的价值必定逐渐提高
,

所以把上述总费用分配率改为药品费用的下

降和 劳动价值的提高
。

定 义 C 药 下降 8 %
,

味
、

C
给 分别增加 2 %

,

C
工资增加 4 %

,

即得敏

感度分 析 的成 本公 式 二
16 % ( C

检
)
+
40 %

( C
药
)
十 5 % (嘱)

+ 39 % q
资

,

通过计算得到

表 2
0

治疗方案 成本 (C )

表 2 3 种心绞痛治疗方案的敏感度分析

效果(E
,

% ) c/

E △
c/
△E

症状 心电图 症状 心电图

6
.
63

14
.
55

9
.
85

症状

0/0

235
.
17

27
.
82

心电图

2
了0凡,�气�5只

内J11�n“O八�只�0

泊
.且

B

A

3 4 4

.

7 3

8 1 5

.

0 7

8 1 7

.

6 5

4

.

1 5

9

.

5 9

8

.

1 8

0 / 0

1 1 7

.

1 5

。

5 9

2 6

三
、

结果与讨论

由表 1可知
,

随着成本的增加
,

其效果也

同时上升
,

但成本效果 比并不同时上升
,

而以

成本居中的 A 方案为最高
,

B 方案为最低
,

即

在获得相同单位效果 时
,

A 方案花费的成本

最大
,

B 方 案最 小
。

从简单的成本效果 比和

实用性而言
,

B 方案最佳
。

但是
,

成本一效果

分析的最佳治疗方案不一定是成本最小的
,

而应是 费用最合理的
,

最适用于达到具体目

标来衡量结果的场合[e]
。

从表 1 中增长的成

本效果 比可以看出
,

若在 B 方案的基础上要

多获得一个效果单位
,

A 方案需花费 254
.
10

元或 12 7
.
05 元

,

而 C 方案只需花费 30
.
06 元

或 16
.
48 元

,

这样是值得的
,

故认为 C 方案

为治疗心绞痛的最佳治疗方案
,

这和余宏伟

等人通过临床观察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3〕
。

表 2 的敏感度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

通过上述分析
,

药物经济学在优化治疗

方案
、

指导合理用药
、

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作

用的确是勿庸置疑的
。

目前
,

我 国的医药费

用急剧上涨
,

已给国家和个 人带来 了沉重的

负担油才何更好地把这门新 兴的学科应用到

实际工作中
,

使我们有限的医药资源产生尽

可能大的效益
,

这还有待于同仁们进一步探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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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任何不适
,

随访 7d 无哮喘发作

讨论 速发 型过敏反应 为 I 型变态反

应
,

是指机体再次接触抗原物质 时立即或迅

速出现异常反应
,

临床上可表现为尊麻疹
、

哮

喘
、

过敏性肠炎
、

过敏性鼻炎
、

甚至过敏性休

克等〔‘〕
。

本文 2 例 哮喘性支 气管炎均 已治

愈
,

在肌注卡介苗素后再次出现哮喘
,

停药后

症状未再出现
,

因而可以肯定为卡介苗素过

敏所致
。

该药为生物制剂
,

特异体质者可引

起过敏反应
,

因此用药过程中应注意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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