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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抗菌药物科学管理水平是遏制微生物耐药发展与蔓延，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议题。研究

概述国内外抗菌药物应用现状，梳理抗菌药物管理历史沿革，厘清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重视病原检测工

作、完善耐药菌感染防控策略、建立多级别服务机制、组成多学科核心团队、健全管理体系等措施，为积极应对细菌

耐药带来的挑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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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抗菌

药物是指治疗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

体、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性疾病的药物，不包

括治疗结核病、寄生虫病和各种病毒所致感染性疾

病的药物及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制剂［１］。

抗菌药物作为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极大地

推动了感染性疾病治疗的进步，挽救了无数生命。

然而，不合理的抗菌药物使用导致抗菌药物耐药，成

为了人类面临的十大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之一。这一

严峻问题不仅限制了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能力，增

加了经济和社会成本，也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

了长期威胁。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推动下，

各个国家与地区制定一系列国际协议、指南和标准，

旨在加强全球抗菌药物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共同应

对耐药病原体的出现和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关注抗菌药物使用相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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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强调要加强抗菌药物管理，积极应对微生物耐

药，持续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２］。在此背景下，了

解国内外抗菌药物应用现状，梳理抗菌药物管理历

史沿革，厘清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

决举措，将成为我国抗菌药物管理实践的重要议题。

１　我国抗菌药物管理概况

１．１　我国抗菌药物管理发展的历史沿革　在国家

层面，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抗菌药物管理的政

策法规以规范抗菌药物管理。将抗菌药物管理体系

建设分为三个阶段［３］进行论述，具体政策内容梳理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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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抗菌药物管理体系建设三大阶段

１．１．１　规范临床指导和管理布局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４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总后卫

生部联合发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这

是国内首个全面、系统的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指导文

件，旨在推动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为了更有效地监

测抗菌药物的应用及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情况，我国

在随后的三年内建立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和“细菌耐药监测网”，用于定期通报抗菌药物的临

床应用数据和细菌的耐药性情况。２０１１年，我国卫

生部启动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旨在

严格控制医院内抗菌药物的品种和使用量，还要求

医疗机构确保微生物检验样品的送检率不得低于

３０％。通过这些措施，我国在２０１１年已经建立了抗

菌药物管理的总体布局框架，包括法规制度的建立、

监测网络的搭建及规范应用管理等方面。

１．１．２　健全抗菌药物临床用药长效机制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２年，我国卫生部颁布了《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这一

法规被誉为“史上最严厉的限抗令”，旨在更好地规

范我国抗菌药物的临床使用，巩固之前专项整治的

成果。为了贯彻这一《管理办法》，２０１２年６月，卫

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总后勤部卫生部联合发

布了《关于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细菌耐药监测

工作的通知》，目的是进一步强化抗菌药物的临床应

用管理及细菌耐药监测工作。随着对现有政策的优

化修改和相关人员的定期培训，中国在２０１５年初步

形成了抗菌药临床使用管理长效机制。这一机制的

设立旨在确保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并持续改善抗

菌药物的管理和监测。

１．１．３　制定及实施遏制细菌耐药行动计划阶段

（２０１６年至今）　２０１６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卫计委）等１２个部门联合召开了“应对细菌耐药

工作会议”，为中国的抗菌药物管理奠定了重要基

础。同年８月，国家卫计委等１４个部委联合发布了

《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这

一举措的目的是积极面对细菌耐药性问题，提高抗

菌药物的科学管理水平。为了贯彻该行动计划的相

关要求，２０１７年成立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

专门致力于研究和评估抗菌药物的使用及细菌耐药

情况。２０２０年８月，专家委员会获批更名为“国家

卫生健康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耐药评价专家委员

会”，强调了对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和耐药性评价的

重要性。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制定和实施

遏制细菌耐药行动计划的关键阶段。

１．２　我国抗菌药物管理现状与特点

１．２．１　我国抗菌药物应用现状　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底，我国抗菌药物临床用药金额在西药总金额的

占比已降至１１％左右。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

测网数据显示，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中心

成员单位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２０１１年的

６２．３％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４．１％；门诊患者抗菌药

物的使用率也从２０１１年的１６．２％下降到２０２０年

的６．５％；２０２０年，抗菌药物使用率较２０１１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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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３４％
［４］。如图２所示，全国大部分耐药菌检出率

呈下降趋势，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２０２３年全

国平均检出率为２９．６％，较２０１９年下降了１．８个

百分点；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２０２３年全国平均

检出率为８１．９％，较２０１９年下降了０．５个百分点；

耐头孢噻肟（或头孢曲松）大肠埃希菌２０２３年全国

平均检出率为５１．７％，较２０１９年下降了４．５个百

分点；耐头孢噻肟（或头孢曲松）肺炎克雷伯菌２０２３

年全国平均检出率为４２．５％，较２０１９年下降了４．７

个百分点［５］。合理用药方面，当前我国合理用药监

测网覆盖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分布在３００余个计划

单列市、地级市。同时，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

显示，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我国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合

理用药相关指标均逐年提高，多个药事质控指标持

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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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我国典型耐药菌检出率的变化趋势

１．２．２　我国抗菌药物管理特点　（１）发展较为迅

速。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抗菌药物系统性

管理和相关配套文件出台方面起步较晚［６］，但在

２０１１年国家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工作后，我国抗

菌药物使用量开始明显下降，抗菌药物滥用现象得

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与缓解［７］，可持续发展的抗菌药

物管理工作模式逐渐形成与完善。（２）管理模式不

断优化。近年来，我国在抗菌药物管理方面扎实推

进，管理举措日益完善，具体包括：对医生抗菌药物

合理使用进行定期专业培训及考核，加强处方及医

嘱点评等手段，并纳入相应的奖惩机制；鼓励各医疗

机构以多学科合作模式汇集临床、药剂、医技及业内

专家力量，更加专业、精准地引导临床抗菌药物合理

使用。此外，农业等相关部门也积极参与到应对抗

菌药物滥用和病原菌耐药的工作中。

１．３　我国抗菌药物管理体系　当前，我国形成了以

国家、医疗机构、医生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多层次抗菌

药物管理体系框架。国家层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机构负责牵头制定抗菌

药物使用相关政策规定，同时依照全国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及细菌耐药监测网，实时监测抗菌药物的使

用情况和耐药性数据。这一层面主要是通过政策法

规的制定和宏观监控为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奠定基

础。医疗机构层面，抗菌药物管理团队通常由医务

部门、医院感染部门、药剂科室、微生物室等组成，主

要负责制定医院内部的抗菌药物使用流程规范，监

督处方的合理性，并对抗菌药物的使用进行定期审

核。这一层面主要是通过执行国家政策规定和落实

监管机制以确保政策有效实施。医务人员个体层

面，医生的主要职能是根据临床指南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严格遵守处方权限，确保用药的适应证、剂量

和疗程合理，药师负责对科室使用的抗菌药物种类

进行审核，监督各个临床科室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并

指导患者合理用药，护士则负责抗菌药物的配药和

患者的用药指导。这一层面主要是通过日常规范操

作进一步强化抗菌药物使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１］。

总体而言，我国的抗菌药物管理体系通过国家机构的

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和监督，

以及医护人员的具体执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管理框

架，能够有效控制抗菌药物滥用，保障公众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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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外抗菌药物管理概况

联合国报告［８］公布，２０１９年全球约有５００万人

死亡与抗菌药物耐药性有关，若不采取措施阻止抗

菌药物耐药性病原菌的传播，预计到２０５０年，每年

的死亡人数将增加到１０００万人。可见，抗菌药物

耐药性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全球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

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各个国家与国际组织都出台了

相应政策来应对抗菌药物耐药。

２．１　关键国家或地区抗菌药物管理进展　２０１９

年，英国发布应对抗菌药物耐药性的五年国家行动

计划与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二十年愿景，重点

关注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次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

体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ＨＳ）又更新了第

２７版抗菌药物使用指南。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则主要根据本国持续存在的抗菌药物耐药性威胁，

在加强对抗菌药物耐药性检测，减缓抗菌药物耐药

性的出现和蔓延，改进抗菌药物和抗真菌药物的使

用，加强感染控制措施预防耐药性病原菌感染，加快

研究新的抗菌药物、抗真菌药物和替代药物等方面

开展了多项工作。２０１８年，美国政府发起了由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的为期一年的“微生物耐药

（ＡＭＲ）挑战”运动，进一步推动抗击抗菌药物耐药

性的进展，获得全球３５０多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响

应。欧盟方面，公共卫生部门也在逐渐重视抗菌药

物滥用与耐药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加

强抗菌药物管理。２０１７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

洲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同一健康行动计划》（Ａ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Ｏ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并每两年公布该计划的进展报告。

２０２０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药物战略》（Ｐｈａｒ

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强调将解决几个

抗菌药物耐药挑战。２０１５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国

家药物耐药国家战略２０１５—２０１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

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对于抗菌药物

监测、管理、感染控制、教育培训、国内外研究计划等

方面进行了论述与规划，同时要求所有卫生服务组

织制定具体的抗菌药物管理计划，其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抗菌药物管理政策，建立抗菌处方集，设置限制

规则和批准流程等。此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澳大

利亚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监测系统（ＡＵＲＡ），对澳大

利亚抗菌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见表１。

表１　典型国家关键政策梳理

国家 关键政策 时间

英国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五年国家行动计划与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２０年愿景 ２０１９年

ＮＨＳ更新第２７版抗菌药物使用指南 ２０２０年

美国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第一份抗菌药物抗药性威胁报告 ２０１３年

美国第一个打击耐抗菌药物细菌的国家行动计划 ２０１５年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抗菌药物耐药性实验室网络（ＡＲＬａｂ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１６年

继续设立包括抗菌药物耐药性治理总统咨询委员会（ＰＡＣＣＡＲＢ）在内的咨询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

美国政府发起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的为期一年的“ＡＭＲ挑战”运动 ２０１８年

白宫发布《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美国对抗抗菌药物耐药细菌国家行动计划》第二版《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ｆｏｒ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２０２０年

欧盟 《欧洲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同一健康行动计划》 ２０１７年

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药品战略》 ２０２０年

欧盟委员会启动欧洲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局（ＨＥＲＡ） ２０２１年

澳大利亚 《国家药物耐药国家战略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２０１５年

每年发布一版《澳大利亚医疗保健中的抗菌药物管理》指南 ２０１８年起

２．２　对我国的启示　不难发现，在组织形式上，国

外重点国家或区域的抗菌药物管理更多以官方与社

会组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而在诊疗层面也更加注

重指南的定期更新；在管理模式上，国外强调抗菌药

物管理计划和抗菌药物导向策略，让管理成为专业

的辅助与支撑，在国家层面政策、技术指南、专家共

识等指导下，充分发挥医院能动性，鼓励各级各类医

院探索建立适合自己的抗菌药物导向策略［９］；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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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作上，国外强调多学科协作，通过组建由临床药

师、感染性疾病专家、重点科室专家、医院感染专家、

微生物专家等人员组成的抗菌药物管理小组，以全

时间、全动态、全闭环、全流程为标准［１０１２］，对临床抗

菌药物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控管理；在管理介入时

间点上，国外提倡用主动预先进行抗菌药物使用预

警替代被动接受抗菌药物使用处罚，把信息系统作

为支持，从而让抗菌药物管理的关口前移［１３］。未来

我国应当持续关注其他国家的抗菌药物管理创新理

念和方法，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借鉴优势经验，不断

提升我国抗菌药物管理水平与能力。

３　当前抗菌药物管理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抗菌药物管理各项政策的不断完善，

我国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但目

前我国抗菌药物管理中仍然存在着部分问题，具体

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大层面：

３．１　具体行为层面———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率高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抗菌药物生产和使用的国家，

是美国人均水平的十倍多［１４］。当前我国不合理使

用主要包括盲目联合用药、滥用广谱抗菌药物、围手

术期不当用药、无指征用药和用药时间超过合规时

长等问题［１５１６］。《中国抗菌药物管理和细菌耐药现

状报告（２０１９）》指出
［１７］，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ＣＡＲＳＳ）２０１８年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青

霉素肺炎链球菌、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耐碳青霉烯

类肺炎克雷伯菌、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耐亚胺

培南鲍曼不动杆菌的分离率已分别达到３０．９％、

１．８％、１．４％、１０．１％、１８．４％和５２．６％。究其原

因，根本上还是缺乏有针对性的病原微生物检测，即

缺少对患者有针对性的用药设计及用药前的微生物

标本送检环节，进而导致忽视患者个体差异而出现

不合理用药行为。此外，缺乏合理有效的耐药菌管

理策略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３．２　机制设计层面———医疗机构间管理差异大　

基层医疗机构是许多基层群众接触抗菌药物的第一

线。现阶段，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药事管理水平相

对较低，尤其在抗菌药物使用方面，往往更容易出现

用法用量不适宜、重复用药、一品多规、不合理联合

用药、超规格用药、抗菌药物滥用等现象［１８２０］。与此

同时，基层医疗机构往往还缺少合理有效的抗菌药

物管理制度规范，缺少感染控制相关人员对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进行监管。２０２０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全国临床微生物室间质量评价活动（高级）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二级医院微生物实验室通常只有

１名技术人员，有的还要兼职科室其他专业工作，大

多实验室微生物检测日标本量不足１０份
［２１］。与此

同时，针对地方的实地调研也指出，当前基层医疗机

构没有建立完善的医院感染管理体系，医院感染管

理人员从事此项工作的年限均未超过５年，并且专、

兼职人员的学历水平以大专和本科为主，配置人员

的学历较低［２２］。事实上，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基层医

疗机构此前的机制设计存在较大关系，不清晰、不明

确的角色定位导致了权责错位，最终形成了抗菌药

物管理的缺位。

３．３　个体意识层面———医患用药认识水平有待提

升　除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外，抗菌药物管理相关

群体的个体意识层面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方面，

部分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会出现不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包括超指征、超级别、超用量用药等。而造成

这些现象的原因可以分为两项：一是主观层面，主要

是对抗菌药物应用的认识水平较低，导致不合理用

药行为。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医生就抗菌药物

管理基本知识的回答正确率不足３０％，且有超过四

成的医生表示在实践中存在关于抗菌药物选择、病

原菌确定及细菌耐药现象的困惑［２３］。二是客观层

面，由于医疗机构内部缺乏专业团队合作，缺少感染

专业医生和临床药师配合指导，容易导致医生对用

药治疗出现不合理判断［２４］。此外，专业药师人才缺

失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２５］。另一方面，目

前还存在患者因对抗菌药物认识不足，对医务人员

缺乏信任等因素而自行用药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了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

３．４　监督管理层面———制度与技术仍需配合发展

　当前抗菌药物管理的监管过程中，主要还存在着

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政府管理的宏观

角度看，目前抗菌药物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尚不健全，

即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细菌耐药性监测和评估体

系尚不完善，缺乏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ＣＡＲＳＳ与

抗菌药物临床监测网覆盖医院集中于三级医院，数

据质量尚无统一标准，使监管决策缺乏科学依据。

同时，我国推出的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尚无

及时更新，使得监督管理缺乏整体参考准则。此外，

现阶段我国的抗菌药物管理分属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等多个部门，一

定程度上出现了多头管理、条块化管理的情况，不利

于监管的开展［２６］。另一方面，从医疗机构微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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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看，部分医院的信息系统中抗菌药物管理模块

功能较为简单，无法提供全面的抗菌药物使用、监

测、评估和预警功能，对药敏结果、耐药性数据等缺

乏有效的数据分析、决策支持、信息反馈机制，进而

难以实现对不合理用药的实时干预和及时改进。

４　未来抗菌药物管理的发展建议

针对上述四个层面的问题，未来应当建立一套

抗菌药物管理的优化体系，从多主体多视角出发，提

升抗菌药物管理水平。

４．１　重视病原检测工作　抗菌药物病原检测是实

现抗菌药物用药管理和“个性化”精准用药的关键环

节，将直接影响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研究［２７］显

示，我国三级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

送检率近年来有所提升，但仍然未能达到专项行动

要求，且重点抗菌药物联用前病原学送检率在三年

间未达到８０％，远低于国家专项行动１００％的要求。

因此，未来应当重点关注抗菌药物使用前病原学送

检情况，从流程设计、人才队伍、信息化建设和监督

机制等方面出发，完善此项工作的开展。具体而言，

首先，医疗机构应当做好病原检测的流程规范，具体

包括标本采集、运送、分离、培养、鉴定、药敏试验等

各个环节的标准设计，保证抗菌药物选择的正确性；

其次，要做好微生物检测人才队伍建设，增强检验人

员配置比例，不断提升专业检测人员技术水平与能

力；再次，要做好内部信息化建设以推动抗菌药物治

疗前病原检测，从技术手段出发，保证检测工作前

置，提升病原学送检率；最后，要建立合理有效的监

督机制，从管理和评价反馈角度出发，将有关指标纳

入绩效考核体系中，动态监测抗菌药物治疗前检测

工作，助力送检率与送检质量提升。

４．２　完善耐药菌感染防控策略　耐药菌感染防控

是抗菌药物管理中的重点环节，直接关系医疗质量

与患者安全［２８］。近年来，我国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耐药菌的检出率呈现下降趋势，但耐碳青

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的分离率和耐碳青霉烯类肺炎

克雷伯菌检出率等都存在一定的上升趋势［２９］。未

来应当不断完善耐药菌的感染防控策略，有效应对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威胁。具体而言，一是要针对

重点耐药菌株做好个性化管理，从风险评估与筛查、

接触预防、环境清洁与消毒、预警应对等全流程出

发，做好目标性监测工作，减少耐药菌的出现、传播

和扩散；二是要加强典型个案的隔离管理与阻断，根

据病原类型，从隔离物理空间、隔离期限等层面出

发，做好专门医院感染控制［３０］；三是要做好重症监

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等耐药菌感染高风险

科室的耐药菌感染预防与控制，严格做好标准预防

与综合干预。此外，还应当做好脓毒血症等特殊重

症的感染耐药管理，指导疾病治疗。

４．３　建立多级服务机制　面对基层医疗机构抗菌

药物管理水平较低，与上级医疗机构差异大的问题，

未来应当建立一套多级服务机制，切实保障基层群

众的用药安全。具体而言，要充分发挥城市医联体

和县域医共体的作用，从机制设置的角度出发，将基

层医疗机构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医疗联合体

平台向上级医院寻求帮助。从服务内容看，重点要

将基层医疗机构开具的抗菌药物使用处方等纳入逐

级审核，在涉及重点关注的抗菌药物使用时，应当由

上级医院的药师协助判断。从技术手段看，未来应

当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建立抗菌药物管理线上平

台，由上级医院负责监管基层医疗机构的药物使用，

并就抗菌药物使用提供适应证、用量、用药方法、不

良反应、禁忌证、相互作用等审查端口。同时，还将

打通上下级药师线上联通网络，提供在线咨询与辅

导渠道。此外，还可以引入智能辅助审方等新型技

术手段，做好基层的抗菌药物处方管理。从长效发

展看，未来还应当大力开展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宣教

与培训，组织基层药师开展有关抗菌药物使用的基础

培训，设置定期考核，不断提升其服务能力与水平。

４．４　组成多学科核心团队　为加强抗菌药物管理，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了科学化管理模式，即联合感

染专家、临床药师和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重点关注

抗菌药物的使用与临床治疗。国内研究［３１］表明，这

一模式在我国的实践情景下同样适用，能够有效遏

制细菌耐药，保障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因此，后续

应当在三级医院建立抗菌药物管理的多学科核心团

队，主要纳入临床医生、临床药师、病原微生物检测

团队成员、护士和医院感染管理科室成员。其中，临

床医生主要负责患者的基础诊治，如有需要可随时

邀请感染科医生参与会诊工作；临床药师主要负责

就患者治疗中需要使用的药物提供技术支持、药理

指导和药学监护等；检测团队成员则需要积极了解

临床治疗需求，做好处方前病原检测、分析与及时反

馈，配合完善抗感染治疗方案；护士在团队中主要负

责抗菌药物不良反应识别与处理、药物健康教育等

工作；医院感染科室成员则主要负责统筹协调整个

多学科团队的工作流程与具体工作安排［３２］。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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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做好细菌耐药日常检测与报告发布等工作。

４．５　健全监督管理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科学有效

的抗菌药物管理体系建设，有效控制细菌耐药性发

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应当从宏观与微观两

个层面出发，不断健全监管体系。整体抗菌药物管

理体系设计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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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抗菌药物管理体系示意图

　　具体而言，从宏观角度出发，政府部门要参考国

际卫生组织应对抗菌药物的战略与业务重点，继续

完善国家抗菌药物耐药监测网络建设，通过监测抗

菌药物的消费与使用情况，提升监测数据分析水平，

指导相应行动计划。此外，政府部门还应当积极承

担起宣教任务，通过媒体、教育机构和公共卫生活

动，提高公众对抗菌药物耐药性的认识，引导公众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需求。从

微观角度出发，医院应当重视信息化手段的介入，通

过信息化渠道实现抗菌药物使用的全流程监控管理，

做到处方、医嘱等审核前置与多维度监管全覆盖［３３］。

同时，还应当开展医院内耐药监测数据分析，完善数

据预警系统［３４］。总体而言，监管是抗菌药物管理体

系建设中的重点保障环节，需要协同宏、微观视角，

逐步提高监管水平，扩大监管范围，提升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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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屈晓远，尹畅，董盼盼，等．三级甲等医院抗菌药物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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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抗菌药物管理和细菌耐药现状报

告（２０１９）［Ｍ］．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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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８８９－８９２，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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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Ｙ，ＺｈａｏＰＸ，ＹａｎｇＣＪ，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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