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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方面的效果分析 

朱婧涵 1  段孟飞 2  马莉莉 3 

（三亚康复疗养中心  海南省三亚市  572000） 

【摘  要】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对医疗效果至关重要，滥用抗生素已成为公共卫生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护理干预在抗生

素合理使用中的作用，探讨了护理干预的实施策略和显著效果。通过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加强团队协作、持续监测与

评估等措施，护理干预有效减少了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降低了耐药性发生率，并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研究表明，护理

干预在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为抗生素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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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is crucial to medical effects，and the abuse of antibiot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public healt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By developing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programs，strengthening teamwork，and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nursing intervention effectively reduces 

unnecessary antibiotic use，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drug resistance，and improves patient compliance. Studies show that nursing 

interventions achieve remarkable clinical results i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providing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antibiotic 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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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抗生素的滥用，导致了耐药性问题的加剧，严重影响治

疗效果和公共卫生安全。合理使用抗生素，不仅能够有效治

疗感染，还能减少耐药性细菌的发生。护理干预作为医学团

队中的关键环节，能通过科学的管理和患者教育，优化抗生

素的使用。文章重点探讨护理干预在抗生素合理使用中的作

用，分析其实施策略及临床效果，旨在为抗生素使用管理提

供有效的实践指导方案。 

1 抗生素合理使用的重要性 

抗生素合理使用，是指在临床治疗中，依据患者的具体

病情、感染的性质以及细菌的敏感性，选择合适的抗生素，

并根据感染的严重程度、患者的反应情况，调整使用剂量和

疗程。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核心是精确、科学地判断患者的需

求，避免盲目使用或过度使用，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副

作用和抗药性产生。抗生素的滥用在医疗实践中一直是一个

严重问题。首先，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当

细菌暴露于抗生素时，若抗生素没有被科学使用，部分细菌

可能未被完全杀灭，经过适应或突变后，这些细菌变得对某

些抗生素不敏感，甚至完全耐药。这种耐药性细菌的传播，

增加了感染的治疗难度，使得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变得无

效，导致治疗效果显著下降。其次，抗生素滥用会直接增加

医疗费用。无效或过度的抗生素使用，会导致患者病情未能

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需要更长的住院治疗或使用更为昂

贵的抗生素。进一步来说，耐药性菌株的出现，也意味着需

要使用更多的高价药物和更复杂的治疗方案，这无形中加重

了患者和医疗系统的经济负担。最后，滥用抗生素还会带来

其他不良反应，如过敏、肠道菌群失调等副作用，影响患者

的整体健康[1]。因此，合理使用抗生素，不仅是治疗感染的

需要，更是公共卫生管理和控制抗生素耐药性扩散的关键措

施。 

2 护理干预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的实施策略 

2.1 制定科学的护理干预方案 

制定科学的护理干预方案，是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的首

要步骤。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病情、感染类型、抗生素的

敏感性，及其既往的使用历史，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干预计划，

确保抗生素使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体包括：（1）护理人

员需与医生共同评估患者的病情。通过详细的病史采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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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判断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抗生

素，并选择合适的抗生素类型、剂量和疗程。例如，针对由

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护理人员需要协助医生确定细菌的种

类，以及对相应抗生素的敏感性，从而制定针对性强的治疗

方案。而对于病毒性疾病，则应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

防止抗生素滥用。（2）抗生素的使用监测与调整。在治疗过

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记录抗生素使用

后的效果，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这包括患者的临床症

状变化、体温波动、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变化等。如果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出现抗药性反应或不良反应，护理人员应及时与

医师沟通，调整治疗方案。（3）护理干预方案还应包括对患

者的教育。患者对抗生素使用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依从

性。护理人员应通过健康教育，帮助患者理解抗生素的作用、

正确的使用方法及其潜在风险，鼓励患者遵循医嘱按时、按

量服药，避免自行停药或随意增减药量[2]。 

2.2 加强团队协作 

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护理人员、医生、药师等多学

科的密切合作，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降低抗生素滥用的风险。医生是抗生素使用决策的主要

责任人，负责根据患者的病情、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等，

合理选择抗生素及其剂量、疗程。然而，医生的决策并非完

全单一，患者的个人因素、病情的变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

等，都需要综合考虑。在这一过程中，护理人员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通过日常的观察和护理，可以提供患者的体温、血

压、心率等基础生理数据，及时发现患者的临床变化，为医

生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宝贵依据。药师不仅负责抗生素的药物

配备和分发，还需对抗生素的使用进行监督和指导。药师通

过对药物的药理学特点及患者的药物历史的了解，能够提出

药物相互作用、剂量调整以及副作用管理的专业建议。药师

还应当参与患者教育，确保患者能够理解抗生素使用的必要

性和正确方法，从而避免患者自行停药或随意增减药物[3]。

通过多学科的协作，护理人员可以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及时发

现潜在的药物不良反应，并迅速报告医生和药师，避免严重

的不良反应发生。同时，护理人员还应定期参与跨学科的讨

论，了解最新的治疗指南和抗生素管理策略，与医生、药师

共同评估患者的治疗进展，确保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团队

协作的优势在于不同专业人员的知识互补，使抗生素使用更

加科学、全面，并降低因单一决策导致的不合理使用风险。 

2.3 持续监测与评估 

定期监测抗生素的使用情况，护理人员就可以及时发现

问题并调整干预措施，保证治疗效果的持续性和科学性，从

而有效避免滥用或不当使用。护理人员应密切监测下列几个

重点方面：（1）患者在抗生素治疗期间的临床反应。例如，

监测患者的体温变化、呼吸频率、脉搏和血压等生命体征，

观察是否有感染症状的缓解或加重。根据基本的监测指标，

护理人员就能够迅速判断抗生素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治疗效

果。如果患者的症状持续不改善，或出现新的不适，就需及

时报告给医生，考虑是否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或更换抗生素。

（2）实验室检测和微生物学检查。护理人员需要与实验室团

队紧密合作，确保及时获取患者的血液培养、尿液培养、痰

液培养等检查结果。根据检查结果，护理人员可以为医生提

供抗生素敏感性测试数据，帮助医生评估当前抗生素是否适

合继续使用，是否存在抗药性问题。如有必要，就要及时调

整抗生素种类或剂量，确保治疗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

药物的副作用监测。抗生素虽有治疗效果，但其使用也伴随

着一定的风险，如过敏反应、肠道菌群失调、肝肾功能损害

等不良反应。护理人员应定期检查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标，观

察是否有药物不良反应的早期迹象，并及时记录患者的药物

不良反应历史，以便调整护理方案或抗生素治疗策略[4]。 

3 护理干预的显著效果 

3.1 临床效果 

护理干预在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特别是在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和降低耐药性发生率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科学的护理干预方案、持续的监测

评估以及团队协作，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显著改善，抗生

素的使用得到了有效控制[5]。具体而言：（1）护理干预能够

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在某医院的临床研究中，通

过护理团队的参与，患者的抗生素使用得到了显著的优化。

在护理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医院减少了对轻微感染和病毒性

感染患者的抗生素开具。研究数据显示，护理干预后的患者

中，仅有 5%的轻度上呼吸道感染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

而未进行护理干预时，这一比例高达 30%。这一结果表明，

护理人员的积极干预，不仅能够及时识别不必要的抗生素使

用，还能够有效避免因误用或过度使用抗生素带来的不良后

果[6]。（2）护理干预在降低耐药性发生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通过持续的抗生素使用监控，护理人员能够及时发现患

者体内的耐药性细菌，并报告给医生进行调整。在一项为期

6 个月的研究中，护理人员实施了针对抗生素使用的综合干

预方案，包括定期评估抗生素的使用适应症、剂量和疗程，

并对患者进行了抗生素使用的教育。结果显示，参与干预的

患者群体中，耐药性细菌的发生率减少了 25%。相比之下，

未接受干预的患者群体中，耐药性细菌的发生率仍然保持在

较高水平，这表明护理干预在减少抗生素耐药性方面起到了

积极作用[7]。 

3.2 患者依从性 

护理干预在提高患者抗生素使用正确性和治疗效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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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展现了显著的效果。患者的依从性，直接影响抗生素的

疗效，护理干预通过多方面的支持和教育，有效提高了患者

的依从性，从而保障了治疗效果的最大化，减少了因误用抗

生素而引发的不良反应或耐药性问题[8]。具体而言：（1）通

过患者教育，显著提高患者对抗生素治疗的认知。在许多情

况下，患者对抗生素的使用缺乏足够的理解，存在自行停药、

随意调整剂量、错过服药时间等不当行为。护理人员通过面

对面的教育和信息传递，可以帮助患者了解抗生素的作用、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不遵医嘱可能带来的后果。例如，

护理人员会详细解释抗生素的疗程要求，强调即使症状缓

解，也需要按照医生建议完成整个疗程，防止细菌未完全杀

灭导致感染复发或耐药性出现。研究表明，在护理干预后，

患者的抗生素使用依从性从 60%提高到了 90%以上[9]。（2）

通过个性化的护理计划，确保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得到持续的

支持。护理人员不仅提供基础的药物管理，还根据患者的健

康状况和特殊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对于老年患者

或有认知障碍的患者，护理人员可以通过电话提醒、家属协

助等方式，确保患者按时服药；对于儿童患者，护理人员需

要与家长进行沟通，帮助家长了解抗生素的使用要求，从而

提高家长的照护能力。采取这样的个性化干预，可以确保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遵循医生的指示，确保抗生素的使用符合治

疗规范[10]。（3）通过定期的随访和监测，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在一些慢性疾病患者或长期住院的患者中，护理人员会

定期检查抗生素使用后的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这增强了患者对治疗的信心，使患者能够在治疗过程中感受

到持续的关注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依从性。通过“持续关

怀”模式，患者的抗生素使用更加规范，治疗效果得到了显

著提升。例如，在某项研究中，针对患有肺炎的住院患者，

实施了护理干预后，患者在整个治疗期间的抗生素依从性达

到了 95%。相比之下，未接受干预的患者群体中，依从性较

低，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的比例为 30%。该数据表明，护理干

预在提高患者抗生素依从性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结语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在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通过科学的干预方案、跨学科合作和持续监测评

估，护理干预显著减少了抗生素滥用，降低了耐药性发生率，

并提高了患者依从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护理干预的推广

与应用，提升抗生素使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更好地应

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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