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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微生物耐药是健康中国必由之路
因本报见习记者 陈祎琪 /整理

近日，为积极应对微生物耐药带来

的挑战，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

安全法》，更好地保护人民健康，国家卫

健委等 13部门联合制定了《遏制微生物

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微生物耐药工作已经不再是某个

行业、某个专业领域的工作，而是上升到

了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的高度。”卫健

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这

些年，为了遏制微生物耐药，卫健委在健

全规章制度、完善技术规范、加强使用监

测、开展专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工作。

耐药管控不断升级

这类政策并非首次出台。

事实上，2012 年，我国就开始推行

“限抗令”，严控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

从源头上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被称

为“史上最严限抗令”。此后，原卫计委

多次发布新规，抗生素使用的管控力

度不断升级。

2016年，为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

计划》，我国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

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在国家层面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应

对细菌耐药，从药物研发、生产、流通、应

用、环境保护等各个环节加强了监管。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将应对微生物耐药作为生物安全的八

大领域之一，并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提出了要求。

另外，卫健委在关于印发 2021年和

2022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相

关文件中，就改进和提升医疗质量明确

提出了十大改进目标，其中目标四就是

“要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

学送检率”，以遏制细菌耐药，有效提高

抗菌药物使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进一

步提升治疗效果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

益。

今年 8月 6日，卫健委临床抗微生

物药物敏感性折点研究和标准制定专家

委员会，即国家药敏专委会成立。

“耐药和敏感都有一个标准，但目前

针对中国人群或中国人感染的病原体制

定的标准在我国仍是个空白，所以建立

‘中国标准’势在必行。”国家药敏专委

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

徐英春表示。

10月 28日，卫健委牵头研究起草

的《行动计划》，是在评估总结过去几年

工作效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遏制

耐药工作、巩固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积

极回应国际国内的热切关注，并对包括

细菌耐药在内的微生物耐药进行统筹考

虑后制定的。

对于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有业

内人士认为，该计划可能会对普通抗生

素立项产生影响，但对超级抗生素可能

是契机，“耐药了，早晚要靠新的”。在此

背景下，抗菌类药物的市场格局正在重

塑，高端抗生素市场开始快速增长。

《行动计划》明确八项任务

根据当前面临形势和问题，《行动计

划》明确了 8项主要任务。一是坚持预

防为主，降低感染发生率；二是加强公众

健康教育，提高耐药认识水平；三是加

强培养培训，提高专业人员防控能力；

四是强化行业监管，合理应用抗微生

物药物；五是完善监测评价体系，为科

学决策提供依据；六是加强相关药物

器械的供应保障；七是加强微生物耐

药防控的科技研发；八是广泛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

在保障措施方面，《行动计划》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和监测评估，建立完善应

对微生物耐药有关部门间协调联系机

制；加强执行过程监测和结果评估，推动

任务落实；充分发挥专家力量，提供技术

支撑。其从多个方面保障遏制微生物耐

药工作的有效落实和可持续。

《行动计划》以定量指标为主，设立

了医疗机构内及社区获得性耐药菌感染

发生率、人类和动物源主要病原微生物

的耐药率、城乡居民对微生物耐药问题

的知晓率、使用行为的正确率、全国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门诊抗菌药物处方和住院

抗菌药物医嘱的适宜率、药品零售企业

凭处方销售抗微生物处方药物的比例等

9项指标，作为遏制微生物耐药工作的

重要导向和《行动计划》年度进展监测和

评估的主要依据。

同时，《行动计划》提出，2022—2025

年，研发上市全新抗微生物药物 1~3

个，研发新型微生物诊断仪器设备和试

剂 5~10项，以及初步建立符合我国实

际的临床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折点标准

体系的目标。

整体而言，《行动计划》确立了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聚焦

微生物耐药存在的突出问题，创新体制

机制和工作模式，旨在到 2025年，在微

生物耐药国家治理体系、公众健康素养、

专业人员防控能力、抗微生物药物合理

应用、科技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取得明显进步。

减抗限抗是大势所趋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问题复杂，对全

球公共卫生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遏

制微生物耐药关乎全人类的未来，不分

国家不分种族。同时，遏制微生物耐药

的行动需要考虑人、动物、食物、植物和

环境，各部门和全社会应密切合作共同

行动。

减少和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是大势所

趋。在减抗和限抗背景下保障人类和动

物的健康，重在实现精准快速的诊断，而

检验科正是这一环节的“技术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佛山分所所

长毕利军认为，要让检验在耐药防控上

发挥效力，一方面需要找对样本，就像警

察锁定嫌疑人；第二方面，要确定检测参

数，使用 D N A、R N A 还是蛋白，或者高

通量检测，就像警察描画嫌疑人特征，比

如身材、高矮等；第三方面，要提升显示

技术，相当于警察要眼神好，不然嫌疑人

很容易从眼皮下溜走。

针对遏制微生物耐药可能引发的

“无药可用”问题，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学

检验中心主任高小玲认为，可聚集一批

来自全球知名药企和科研机构的药物研

发人员。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协同支

持，整合国内外各方优质资源，可持续地

开展新药研究和快速转化，与全球利益

攸关方一起应对耐药性问题带来的挑

战，填补企业药物研发的缺位。

在日常生活中，公众能为遏制微生

物耐药做些什么？高小玲表示，首先要合

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不要盲目自行购

买，使用时严格遵守医嘱；其次，要提高

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戴

口罩、勤洗手；第三，规范治疗慢性传染

病，减少耐药性的产生；第四，向身边的

亲朋好友宣传抗微生物药物知识。

另外，广东省微生物安全与健康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谢新强特别强调，要重

视常见食品的耐药菌感染，如诺如病毒、

金黄色葡萄球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空肠

弯曲菌、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等都是

我国常见的食源性致病微生物。

谢新强呼吁，加强对食源性耐药

致病菌的防控，坚定落实畜牧业饲料

“禁抗”规定，从源头上控制抗生素的

滥用；对多重耐药致病菌进行溯源与

风险识别，打好食品产业链耐药菌的

精准防控基础；开发新型的高效阻控

与消除技术。

“用好抗微生物药物、延缓耐药，是

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实现全球健康的必由之路。”郭燕

红说，无论从全球层面，还是从国家政府

层面，加强抗微生物药物管理、遏制耐药

都至关重要。

图片来源：

摄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