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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了《公众安全
用药现状调查》，调查显示，抗生素仍然是很多家庭的
常备药，公众对抗生素的概念也存在模糊认识：20.7%
的线下市民和35.2%的网友同意“抗生素就等同于消
炎药”的说法。

事实上，细菌和抗菌药物之间的斗争可以用“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来形容，托超级细菌的福，让“滥用
抗生素会导致抗药性细菌出现，并可传播给他人，直
到无药可医的末日”这一危机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广
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你真的了解抗菌药物
吗？知道抗菌药物与抗生素、消炎药的区别吗？误用
与滥用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抗生素 抗菌药 消炎药

搞清区别比指出滥用危害更重要

（下转D04版）

杜文民说，医务人员应只
在必需时才为患者开处方抗生
素，并讲解如何合理使用它们，
告知患者遵医嘱服药的重要性。

“不存在某一种抗生素或
抗 菌 药 可 以 杀 死 所 有 的 细
菌。需要确定病因后，根据不
同致病细菌，来选取有效的药
物，不能滥用，也不能误用。”
杜文民说，没有明确适应症的
滥用、使用抗生素时间过长、

剂量过大，与判断错了适应症
的误用，除了延误病情外，都
会造成耐药性的后果。

王睿说，任何新的抗菌药
物在上市后不久，致病菌迟早
会发生耐药变异，“任何抗菌
药物都会诱导细菌产生耐药
性。”然而，医学上，内、外、妇、
儿科等细菌感染是常见病、多
发病，也是多种器官疾病终末
期主要并发症和死亡原因之

一，故抗菌药物应用非常广
泛。耐药菌引起的感染，使得
疾病更复杂，病程更长，更多
的人被感染，需要使用更强
效、更昂贵的药物。形式是非
常严峻的，细菌耐药产生仅仅
在几十天里就可发生，而创新
药的研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
间，十二亿以上美元的投入。
所以可能使人类面临耐药菌
感染无药可医的状态。

任何抗菌药物都会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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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耐药性，是否就
尽量不去使用抗生素和抗菌
药物呢？“不是使用，而是合理
使用抗生素。”王睿说，需要根
据病情来判断。如果因为担
心滥用抗生素，在病情刚好转
时就赶紧自行停药，容易发生
病情反复，又要重新用上抗菌
药物，这种反复用药、自行断
药的做法比滥用抗生素更容
易产生耐药性。

“一方面要避免为了预防

感染或不明适应症的滥用，另一
方面要避免为了害怕耐药性产
生，就不敢使用抗菌药物了。”

杜文民说，明确感染细菌
后，不去使用抗菌药，或使用
疗程不够、剂量过少，都会延
误 治 疗 或 导 致 耐 药 性 的 产
生。如果是明确病情后的规
范使用抗菌药物，“一定要用
规范疗程，用足剂量，否则细
菌没有完全杀死，反而容易产
生耐药变异。”

“抗生素使用疗程一般是
5-14 天，如果症状体征减轻，
可以再应用抗生素 3 天左右
停药。不要过度担心耐药性
而稍微好转就停药，也不要超
过 医 生 嘱 咐 的 总 疗 程 的 时
间。”王睿说，用药过程中需要
每天监测体温和症状体征变
化，用药第三天应全面查体
判断疗效。

不要过度担心耐药性而稍微好转就停药

抗生素、抗菌药物、消炎药区别

抗生素的种类已
达上千种。在临床上
常用的亦有几百种。
主要是从微生物的培
养液中提取的天然抗
生素或者用半合成方
法制备的（如半合成
的哌拉西林、头孢唑
林等）。

是 由 微
生 物 产 生 的
次 级 代 谢 产
物，是具有广
泛 生 物 活 性
的 一 类 特 殊
的天然产物。

在 极 微 量 时
具有杀灭或抑制
细菌等病原体作
用，也可有抗真菌
（如两性霉素B、卡
泊芬净等）、抗肿
瘤（如阿霉素、柔
红 霉 素 、丝 裂 霉
素、博来霉素等）、
免疫抑制（如环孢
霉素A等）等作用。

抗
生
素

定义 作用/范围 说明/区别

抗生素与抗菌药
物的概念有交叉，抗
菌药物包括了具有抗
菌活性的抗生素，但
不含具有其他免疫抑
制的或抗肿瘤活性的
抗生素。抗菌药物中
化学合成抗菌剂也不
属于抗生素范畴。

是 具 有
杀 灭 或 抑 制
细菌或抗真菌
功能的药物。

包括了具有抗
细菌或抗真菌的天
然的或半合成的抗
生素（如半合成的
哌拉西林、头孢唑
林等），以及化学合
成的抗菌剂（如磺
胺类药物、喹诺酮
类药物等）。

抗
菌
药
物

老百姓认为消炎
药就是抗生素和抗菌
药，确是误解。炎症
除了由细菌感染引起
的，还有由非细菌性感
染引起的，比如风湿性
关节炎，医学里称的

“消炎”和老百姓说的
消炎不是一个概念。

抗菌只是杀灭、
抑制细菌，而消炎是
为了改善红肿、热痛症
状，并没有抗微生物的
作用。比如化脓性细
菌感染时，服用糖皮质
激素消炎，有抑制免疫
力的效果，细菌会过
多繁殖，有扩大微生
物感染的副作用。

实 际 上 消 炎
用的药并非抗生
素，也非抗菌药，
主要是激素类、非
甾体类消炎药，抗
炎药分为非甾体
类解热镇痛药和
甾 体 类 抗 炎 药 。
非甾体类抗炎药
有 芬 必 得 、扶 他
林、阿司匹林、扑
热息痛等；甾体类
抗炎药有地塞米
松、醋酸泼尼松、
可的松等。

消
炎
药

并 非 正
规医学名称，
是 老 百 姓 的
口 头 语 。 医
学 上 所 称 的
消炎是减轻、
改善炎症，并
非杀菌，是改
善红肿、热痛
和 功 能 障 碍
症状，对细菌
和 微 生 物 没
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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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使用抗菌药物时，最好口服不打针，能肌肉注射的就不静脉注射。 图/Getty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