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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高价抗生素不得在门诊使用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发布，抗菌药分三级，抢救垂危患者可越级使用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
电 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
羽8日说，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专项整治督导检查结果
显示，受查医院门诊患者的
抗菌药物处方率从2006年
的2 7 . 8%下降至2 0 1 1年的
15%，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
用率从80 . 5%下降至58%。

去年4月以来，卫生部
在全国组织开展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对全国
430多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的专项督导检查结果显示，
门诊、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
使用率明显下降，使用强度
有所降低，微生物送检率逐
步提高。

本报济南 5 月 8 日讯
（记者 李钢）8日，省药监
局发布警示信息，经过几
年的监测发现，克林霉素
注射剂在使用中存在一定
风险。在高浓度、大剂量、快
速给药时，大大增加了血
尿、急性肾损害的发生几
率。因此，省药监局提醒，在
使用该药时，应严密监护观
察，并做好不良反应的预防
观测，一旦出现严重反应，
应立即停药，并迅速采取有
效的救治措施。

省药监局同时提醒，克
林霉素在临床有着较长的
应用历史，对其疗效和不良
反应的研究已较为充分。公
众只需仔细阅读药品说明
书，准确掌握适应症，严格
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方
法和剂量使用，能有效减少
和避免严重不良反应。

卫生部：

门诊抗菌药处方率

已降至15%

省药监局：

克林霉素注射剂

存一定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卫
生部8日发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规定特殊使用级抗菌
药物不得在门诊使用。这意味着
一些价格昂贵的抗生素将不能列
入门诊处方。

据了解，管理办法对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实行分级管理，根据安全
性、疗效、细菌耐药性、价格等因素，
将抗菌药物分为三级：非限制使用
级、限制使用级与特殊使用级。

其中，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
包括四种：具有明显或者严重不
良反应，不宜随意使用的抗菌药
物；需要严格控制使用，避免细菌

过快产生耐药的抗菌药物；疗效、
安全性方面的临床资料较少的抗
菌药物；价格昂贵的抗菌药物。

管理办法要求严格控制特殊
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不得在门
诊使用。临床应用特殊使用级抗
菌药物应当严格掌握用药指证，
经抗菌药物管理工作组指定的专
业技术人员会诊同意后，由具有
相应处方权医师开具处方。

根据管理办法，因抢救生命
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医师可
以越级使用抗菌药物。越级使用
抗菌药物应当详细记录用药指
证，并应当于24小时内补办越级

使用抗菌药物的必要手续。
管理办法规定，抗菌药物分

级管理目录由各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制定，报卫生部备案。

管理办法指出，医疗机构应
当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
作，分析本机构及临床各专业科
室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评估抗菌
药物使用适宜性，并建立本机构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排名、内
部公示和报告制度。

依照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应
当对排名后位或者发现严重问题
的医师进行批评教育，情况严重
的予以通报，对临床科室和医务

人员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进行
汇总，并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管理办法还要求医疗机构制
定并严格控制门诊患者静脉输注
使用抗菌药物比例，并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促进抗菌药物合理应
用。

管理办法明确了医疗机构抗
菌药物遴选、采购、临床使用、监
测和预警、干预与退出全流程工
作机制，加大对不合理用药现象
的干预力度，建立细菌耐药预警
机制，同时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
律责任。《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

“史上最严”办法能否管住抗生素
本报记者 李钢

医院配警务室非强制
卫生部：由公安机关来决定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
吕诺 贾钊）卫生部新闻发言

人邓海华8日表示，“在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配备警务室”并非强制
规定，要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
公安机关协商以后，由公安机关
来决定。

卫生部办公厅近日发出关
于贯彻执行《卫生部公安部关于
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的紧
急通知，提出“要协调公安机关
向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
构派驻警务室”。邓海华8日表
示，这只是卫生部在贯彻落实两
部门通告时的一个具体的意见
建议，具体设置与否、怎么设置，
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协商决定。

公安部、卫生部4月30日联

合发布的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
序的通告，禁止任何单位、任何
个人以任何理由和手段扰乱医
疗机构的正常秩序，侵害患者的
合法权益，伤害医务人员人身安
全，损害医疗机构的财产。邓海
华说，此通告表明了政府对维护
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态度，
以及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
罪行为的决心。

他说，此通告不单是在为医
生说话，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要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优化服务流程，增进医患沟通，
积极预防、化解医患矛盾，并且
要按照医疗投诉管理的有关规
定解决患者的投诉问题。

国内未发现“人肉胶囊”
卫生部将会同公安、工商和海关调查

据新华社、央视报道 卫生
部发言人邓海华8日在回答媒体
关于“人肉胶囊”的问题时表示，
尚未发现国内有此情况。卫生部
将根据近期媒体报道线索，会同
公安、工商和海关等有关部门进
一步调查。

日前，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
海关查获了从中国入境的大量由
死胎或死婴制成的“人肉胶囊”，
引发各方关注。据称，这些“人肉
胶囊”是由死胎或死亡的婴儿制
成的。韩国一些男性认为这种胶
囊可以增强性能力，但事实上它
可能会对健康构成严重危害。

邓海华说，去年8月份媒体

曾有类似报道，卫生部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有过回应，地方有关
部门做了详尽调查。针对这次媒
体报道所点出的几个地方，有关
部门将进一步调查，一有结果会
向媒体通报。

据了解，我国对于婴儿遗
体、胎儿遗体以及胎盘的治理和
处置有严格规定。医疗机构必须
将婴儿遗体、胎儿遗体纳入遗体
治理范畴，严禁将婴儿遗体、胎
儿遗体按照医疗废弃物进行处
理，严禁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进行患者遗体的买卖和各种经
营性的活动，严禁任何人、任何
单位买卖胎盘。

““《《抗抗菌菌药药物物临临床床应应

用用管管理理办办法法》》更更加加具具体体

化化了了，，使使抗抗菌菌药药物物管管理理

步步入入了了法法制制化化轨轨道道，，也也

使使我我们们内内部部的的管管理理有有

‘‘章章’’可可循循。。””被被称称作作““史史

上上最最严严””抗抗菌菌药药物物新新规规

的的《《抗抗菌菌药药物物临临床床应应用用

管管理理办办法法》》在在经经历历了了征征

求求意意见见和和不不断断修修订订后后，，

于于 88日日正正式式公公布布。。采采访访

中中，，不不少少专专家家对对此此给给予予

了了充充分分肯肯定定，，但但也也有有专专

家家对对《《办办法法》》能能否否立立竿竿见见

影影存存在在疑疑虑虑。。

违规用抗生素将追责

山东省药学会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齐鲁医院药剂科主任周文告诉
记者，“相比于2004年卫生部出
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
原则》，《办法》更加具体，更加
符合实际，而且这是以卫生部
令形式发布的，使其成为部门
规章，也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这次公布的《办法》中，
有许多指标并没有写进去，而
是以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形
式做出了要求。”周文说，“这
种形式既有利于规章的稳定，
又增加了可操作性。按照卫生
部的统一部署，将开展为期3
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可以

按 进 展
适时更新
指标，而一
个 部 门 规 章
却不能总改。”

为进一步加
强对抗菌药物的
管理，杜绝不合理应
用问题，在今年的专
项整治行动中，我省要
求，对存在抗菌药物不合
理应用问题的医师，卫生行
政部门或医疗机构应当视情
况依法予以警告、限期整改、暂
停处方权、取消处方权、降级使
用、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
理。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不给输液家长还不愿意”

尽管已经颁布了“史上最
严”的抗菌药物管理新规和整治
方案，但能否彻底缓解抗生素滥
用问题，不少专家存在疑虑。

“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其实
是个社会性问题，不是那么容易
控制的。”周文举例说，现在儿童
感冒后，一般家长带孩子到医院
都想给孩子输液。“输液不可能只
输盐水或者葡萄糖，肯定要加点
所谓的消炎药。不给输，家长还不
愿意。”

周文表示，在今年的专项
整治方案中，专门为儿科门诊
使用抗菌药物设定了指标。“但
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
整个社会认识的转变。”

“其实，经过不断宣传，现
在公众对不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的危害已有了解。”山东省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副主
任田月洁介绍说，不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主要有三大危害：一
是引起不必要的不良反应；二
是增加细菌的耐药性，催生

“超级细菌”；三是造成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

“利益驱使也是造成抗生
素滥用的重要因素。”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退休医生说，“国内
数千家药厂生产的抗菌药物达
1000多个品种、数万个产品。这
么多厂家、这么多产品，不滥用
又怎么能用得了？”

患者在省城一家大医院取药处排队取药。(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本报济南5月8日讯（记
者 李钢）“之前，分级目录
是由各医疗机构制定的，我
省各医疗机构都严格按照
这一原则进行了分级管
理。”省卫生厅医政处相关
负责人 8日介绍说，“此次
新颁布的《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管理办法》规定，抗菌药
物分级管理目录要由各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报卫
生部备案。我省将尽快制定
分级管理目录。”

此次卫生部公布的《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另一大亮点是：为加强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质量管理与
控制工作，卫生部将建全国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和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同
时，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也建立本行政区域的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和
细菌耐药监测网。

“这两‘网’我省已经建
立起来了。”据省卫生厅副
厅长袭燕介绍，近几年，我
省不断加强省级抗菌药物
应用监测网和细菌耐药监
测网建设。目前，全省“两
网”网络单位分别达到78家
和48家。“两网”定期公布监
测数据，为完善抗菌药物使
用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我省“两张网”

管控抗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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