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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抗生素使用现状调查及改进措施 

徐昇 

（鹰潭市人民医院） 

【摘  要】目的：探讨妇产科抗生素使用现状调查及改进措施。方法：选取2023年6月-2024年5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患者病例256份，

对所有收集的病例进行回顾性的分析。观察比较抗生素使用情况、抗生素使用目的、抗生素联合用药情况。结果：在所

有调阅的256份患者病例当中，使用抗生素的病例为107份，占比为41.8％；进一步深入分析可知，妇科临床当中使用抗

生素的比率要明显的高于产科（P＜0.05）；在产科临床当中，预防使用抗生素的比率为94.0%，要明显的高于妇科临床

的抗生素预防使用比例77.5％（P＜0.05）；而在妇科临床当中的抗生素治疗使用比例则要显著高于产科临床（P＜0.05）。

妇科临床当中的三联抗生素用药比率要明显的高于产科（P＜0.05）；产科临床当中的单用抗生素以及联抗生素用药比率

要明显高于妇科（P＜0.05）。结论：妇产科临床当中的抗生素应用主要集中在妇科，产科的抗生素使用主要表现为预防

性使用，妇科主要为治疗性使用；且妇科抗生素使用时的三联用药较多，需要加以关注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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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use of antibiotic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Xu Sheng 

（Yingtan City People's Hospital）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antibiotic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ethods：256 cases admitted to th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3 to May 2024 were selected for all collected cases. Observe and compare 

antibiotic use，purpose of antibiotic use，and combination of antibiotics. Results：Among all the 256 patient cases，107 cases 

of antibiotics were used，accounting for 41.8%；a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e fact that the rate of antibiotics use in 

gynecological clini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bstetrics（P <0.05）；in obstetric clinic，the rate of antibiotic 

prophylactic use was 94.0%，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ntibiotic prophylaxis by 77.5%（P <0.05）；and the proportion of 

antibiotic treatment use in gynecological clini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bstetric clinic（P <0.05）. The rate of triple 

antibiotics in gynecological clini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bstetrics（P <0.05），and the ratio of single antibiotics 

and combined antibiotics in obstetrics clini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ynecology（P <0.05）. Conclusion：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gynecology，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obstetrics is mainly prophylactic use，and gynecology is mainly therapeutic；moreover，gynecological antibiotics are used，

which need to be noticed and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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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以来，伴随着医疗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优化抗

生素的合理应用已经成为了临床当中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重

要问题[1]。作为临床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科室以及重要领域，

妇产科的患者在接受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抗生素

的辅助治疗，但是因为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导致妇产

科临床在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时依旧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

合理现象[2]。伴随着人们对医疗知识的广泛认知以及对医疗

质量要求的普遍提升，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以及抗生素滥用也

成为了患者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医疗领域同

样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以及抗生素滥用予以了充分的关注
[3]。一旦出现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或者是抗生素滥用现象，不

仅仅会导致出现耐药菌株，使得患者的医疗成本和治疗难度

大小增加，还有可能会引发出现一系列的相关药物不良反

应，对于患者的整体身心健康也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威胁[4]。

基于此，本文主要是针对性的剖析在妇产科临床当中现阶段

使用抗生素的具体现状，并且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妇产

科抗生素使用的几点改进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6月-2024年5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患者病例

256份。所有患者病例均未在我院妇产科进行常规就诊治疗

的患者。 

256份患者病例当中，年龄范围：20岁~45岁，平均（31.6

±1.6）岁。其中，产科病例199例，妇科病例57例。 

1.2方法 

从本院的电子病历系统当中对所有256份患者的病历档

案进行调阅，主要调查的内容包括有：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

所积极使用的抗生素药具体药物、抗生素的联合用药情况以

及抗生素的用药目的等。 

1.3观察指标 

1.3.1 抗生素使用情况。 

1.3.2 抗生素使用目的。 

1.3.3 抗生素联合用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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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统计学方法 

版本：SPSS 23.0，计数类（%）数据，行 X2 检验检测；

P＜0.05 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抗生素使用情况 

在所有调阅的256份患者病例当中，使用抗生素的病例

为107份，占比为41.8％；进一步深入分析可知，妇科临床

当中使用抗生素的比率要明显的高于产科（P＜0.05），具体

见表1。 

表 1  抗生素使用情况 

科室区别 
纳入病例 

例数 

使用抗 

生素人数 

使用抗生 

素比率 

产科 199 67 33.7 

妇科 57 40 70.2 

X2 / 7.152 

P / ＜0.05 

2.2 抗生素使用目的 

在产科临床当中，预防使用抗生素的比率为94.0%，要

明显的高于妇科临床的抗生素预防使用比例77.5％（P＜

0.05）；而在妇科临床当中的抗生素治疗使用比例则要显著

高于产科临床（P＜0.05）。具体见表2。 

表 2  抗生素使用目的 

科室区别 抗生素使用例数 预防使用 治疗使用

产科 67 63（94.0） 4（6.0）

妇科 40 31（77.5） 9（22.5）

X2 / 6.491 

P / ＜0.05 

2.3 抗生素联合用药情况。 

妇科临床当中的三联抗生素用药比率要明显的高于产

科（P＜0.05）；产科临床当中的单用抗生素以及联抗生素用

药比率要明显高于妇科（P＜0.05），具体见表 3。 

表 3  抗生素联合用药 

科室区别 抗生素使用例数 单用 二联 三联 

产科 67 18（26.9） 42（62.7） 7（10.4）

妇科 40 5（12.5） 12（30.0） 23（57.5）

X2 / 7.827 

P / ＜0.05 

3 讨论 

抗生素药物作为现代医疗体系当中细菌感染治疗和预

防的一种重要药物，其合理利用将会直接与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医疗质量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5]。但是，在现阶段的妇产

科领域当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抗生素药物的使用十

分频繁[6]。近几年以来，随着抗生素药物的不断增加以及抗

生素药物的广泛使用，抗生素药物的不合理使用现象也日益

凸显。这一部分不良现象不仅仅使得医疗资源被显著浪费，

同时还增加了临床当中耐药菌株的发生，给患者带来了更多

的经济负担和健康隐患[7]。妇产科抗生素的使用现状十分的

复杂且多样化，从预防性用药到治疗性用药，从单一用药到

联合用药，在临床当中都十分常见[8]。而妇产科临床当中抗

生素药物的使用现状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规范，一直以来都是

患者以及学术界人员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9]。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在所有调阅的256份患者病例当中，

使用抗生素的病例为107份，占比为41.8％；进一步深入分

析可知，妇科临床当中使用抗生素的比率要明显的高于产科

（P＜0.05）。此次研究这一结果的出现与妇科疾病的特性之

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包括妇科炎症以及术后感染风险

较高等，这一部分可能的影响因素都是促使妇科临床当中更

加倾向于使用抗生素的主要原因。在妇科临床当中的高抗生

素使用率也提示需要警惕抗生素滥用以及不合理使用的现

象，因为抗生素的滥用以及不合理使用会增加耐药菌的产

生，进而会对患者的长远健康风险产生影响[10]。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在产科临床当中，预防使用抗生素

的比率为94.0%，要明显的高于妇科临床的抗生素预防使用

比例77.5％（P＜0.05）；而在妇科临床当中的抗生素治疗使

用比例则要显著高于产科临床（P＜0.05）。在产科临床当中

一系列产科手术，比如会阴切开以及剖宫产等，术后的感染

风险都是相对较高的，所以产科医生都会更加倾向于预防性

使用抗生素以降低感染率。除此之外，产科患者多为母婴同

体，因此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产科医生还需要充分地考虑到

药物对胎儿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所以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可能

会被产科医生看作是一种较为安全的用药策略[11]。而妇科临

床当中的妇科疾病较为复杂且多样化，因此这一部分妇科疾

病通常会需要抗生素药物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也是导致妇

科临床当中抗生素治疗使用比例要显著更高的原因[12]。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妇科临床当中的三联抗生素用药比

率要明显的高于产科（P＜0.05）；产科临床当中的单用抗生

素以及联抗生素用药比率要明显高于妇科（P＜0.05）。妇科

临床当中涉及到较为多的疾病种类，并且部分疾病较为复

杂，比如严重感染等，这可能会使得医生需要通过更强药效

的抗生素组合来确保治疗效果，而通过三联抗生素用药能够

使得病原菌谱得到更广泛的覆盖仪式的患者的治疗效果得

以明显提升[13]。此外，三联抗生素用药还与妇产科当中的一

部分医生个人用药习惯与经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14]。 

针对上述几方面分析存在的情况，建议妇产科抗生素的

使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首先，严格掌握抗生素药

物的使用适应症，避免无指征用药以及滥用抗生素药物。其

次，要在用药时合理的选择抗生素的给药方案以及品种，依

据患者具体的病原微生物种类以及具体的患者情况进行个

体化的抗生素药物选择[15]。第三，强化妇产科抗生素使用的

管理和监测，构建完善的抗生素用药监测体系以及抗生素不

良反应报告制度。通过对医护人员的强化教育以及强化培

训，使得其能够在临床实践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提升抗生素

药物合理使用的意识和能力。 

综上所述，妇产科临床当中的抗生素应用主要集中在妇

科，产科的抗生素使用主要表现为预防性使用，妇科主要为

治疗性使用；且妇科抗生素使用时的三联用药较多，需要加

以关注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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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发生[13-14]；因此对于重症患者需要加强临床指导。⑨合
并泌尿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发生后，各种细菌产生代谢
产物积蓄，容易形成感染性结石，例如大肠埃希菌可以强化
尿素酶的活性，促使结石形成[15]；因此可以给予预防性抗感

染治疗，预防泌尿系统感染发生。 
综上所述，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发生膀胱结石

的相关因素较多，需要对存在危险因素展开相应的干预措
施，降低膀胱结石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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