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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紧邻大黑山，毗邻天鹅湖的高品质养老生活

颐养热线：

德泰·颐景荟康养中心总建筑面积约9万㎡，以养老＋医疗＋康复＋护理
为主线，提供一站式综合养老服务，引入国际高端养老模式，包括颐景荟活力
公寓、康复医院、长者照护中心、全功能配套设施。打造快乐生活、健康生活、
安逸生活、无忧生活四大生活场景，为入住长者提供高品质颐养生活。

国企养老 品质保障
3000元/月起

舒适的居住环境 贴心的适老化设计 专业的照护团队

康养健身中心 游泳馆 老年大学活动室

合理使用抗生素，作为
患者应坚持“四不”原则。

不自行购买
抗生素应到医院就诊后

凭处方购买。
不自行选药
各个抗生素的抗菌谱、

作用特点各不相同，需要医
生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结果选择针对性强、窄谱、
安全、价格适当的抗生素。

不随意服用
一旦需要使用抗生素治

疗，就要按时按量服药，以
维持药物在体内的有效浓
度，随意服用也会导致细菌
耐药，增加药物的毒副作
用。

不随意停药
抗生素的应用疗程因感

染不同而异，一般宜用至体
温正常、症状消退后72~96
小时，有局部病灶者需用药
至感染灶控制或完全消散。
血流感染、感染性心内膜
炎、化脓性脑膜炎、骨髓炎
等需要较长的疗程方能彻底
治愈。一旦提前停药，残留
细菌将获得大量生长空间而
导致疾病反弹甚至加重，易
促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日常生活中，被视为“万能药”的抗生素，总能在不少市民的

首选药品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抗生素真的可以“包治百

病”吗？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抗生素的耐药性已对人类健

康造成严重威胁。为防止抗生素滥用，减少细菌耐药的产生，帮

助公众树立科学用药、合理用药的观念非常必要。

抗生素不是“万能药”
使用不当危害大

滥用抗生素危害大

抗生素的使用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保
护功不可没，但滥用抗生素则成为危害人
们健康和生存环境的重要因素。

诱发细菌耐药性
病原微生物为躲避药物，在不断地变

异，耐药菌株也随之产生。近年来，由于
抗生素滥用等原因，细菌耐药已成为世界
抗感染治疗领域面临的严峻问题，而陆续
出现的抵抗多种抗生素的“超级细菌”，
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损害人体器官
抗生素在杀菌或抑菌的同时，也会造

成人体损害。如喹诺酮类可致年幼动物软
骨损害，少数病人会出现关节痛和炎症。
此外，四环素、利福平、红霉素等均可引
起肝损害。

导致二重感染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口腔、呼吸

道、肠道都有细菌寄生，寄菌群在互相拮
抗下维持着平衡状态。如果长期应用抗生
素，敏感菌群会被杀灭，而不敏感菌群则
乘机繁殖，未被抑制的细菌、真菌及外来
菌也可乘虚而入，诱发又一次的感染。

引起不良反应
如肝、肾损害，药物性营养不良等。

抗生素产生的不良反应大都具有渐进性、
积累性，故有隐蔽性，一时难以觉察，可
能使患者病情加重，甚至发生致残或致
死。

抗生素使用误区有哪些

对于抗生素的使用，我们
需要避免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误区一：抗生素就是消炎
药

人们习惯性地将抗生素视
为消炎药。事实上，消炎药主
要是指非甾体类抗炎药（如阿
司匹林等） 和甾体类抗炎药
（如泼尼松等）通过抑制生物化
学物质的形成直接减少炎症反
应。因此，抗生素跟消炎药存
在本质的区别。在非细菌性炎
症的情况下服用抗生素，会导
致抗生素杀灭体内非有害菌，
引起菌群失调，造成抵抗力下
降。

误区二：感冒就需用抗生素
感冒多由鼻病毒、副流感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引
起，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上呼吸
道病毒性感染性疾病，使用抗
生素不但没有作用，而且随意
使用抗生素反而会导致耐药。

误区三：输液比吃药好
输液，需刺破皮肤，可能

产生感染，或传播疾病，在配
药操作中也不可避免会带入一
些肉眼观察不到的微粒，是所
有给药途径中引起不良反应最
多、最严重的一种。世界卫生

组织提倡“能口服就不注射，
能肌肉注射就不静脉注射”。

误区四：抗生素越贵越好
抗生素的选择根据病原菌

种类及药敏试验结果尽可能选
择针对性强、窄谱、安全、价
格适当的品种，并非越新越
好、越贵越好。

误区五：抗生素品种越多
越有效

一般情况下单一药物可有
效治疗的感染不需联合用药，
联合用药可能会增加药品不良
反应以及细菌耐药性。仅在有
明确指征的情况下联合用药，
如病原菌尚未查明的或单一抗
生素不能控制的严重感染。联
合用药时剂量可适当减少，且
临床证明同样有效等。

误区六：只有头孢类不能
饮酒

其实抗生素中除了头孢
类，硝基咪唑类药物（如甲硝
唑、替硝唑、奥硝唑等）、呋喃
唑酮、氯霉素、灰黄霉素、酮
康唑等服用后喝酒同样能引起

“双硫仑样反应”，表现为恶
心、呕吐、心悸、呼吸困难等
症状，严重的甚至可以出现休
克、急性心力衰竭。

患者如何合理
使用抗生素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