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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冷空气不断袭击南
京，不少市民受凉感冒。记者在

南京的一家二级医院内科门诊
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在就诊。
他告诉医生：“这两天受凉感
冒了，一直流鼻涕，想快点好，
要吃哪些药啊？”医生在询问
他有没有怕冷、有没有咳嗽等
问题后，给他开出了处方。记者

随同这名男子来到取药处，看
到处方上开有小柴胡冲剂、罗
红霉素，其中罗红霉素就是常
用的抗生素药品。

在城西的一家大医院，记

者在内科门诊采访时发现，不
少感冒患者的处方上，都有罗

红霉素、阿莫仙抗生素药品。记
者随机采访的七八位感冒患者
中，只有两位的处方中没有抗
生素。

专家告诉记者，其实，治疗
感冒发烧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抗
生素，因为抗生素对细菌有效，

对病毒无效，而很多感冒属于
病毒性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
只要没有引起继发性的感染
等，多喝水、注意休息，一个星
期后感冒就可以痊愈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滥
用抗生素的危害越来越明

显，其严重后果大大超出了
人们的想像。去年 12月 20
日，快报就曾以《超级细菌
夺人命，南京也有感染者》
为题，对滥用抗生素的恶果
进行了详细报道。南京市胸
科医院曾经接诊了一名被

“超级病菌”ＭＲＳＡ 感染
的患者，这是一名16岁的女
孩，感冒后高热不退，从外院
转到南京市胸科医院治疗
时，已经出现了气胸的症状，
检测结果证实，女孩被“超
级病菌”ＭＲＳＡ 感染，医
生为她使用了更高级的抗生
素药品后，女孩的病情才逐
渐好转。

南京市胸科医院的专家
李田主任告诉记者，该院也
经常遇到对抗生素耐药的病
例。一名19岁患者，因为肺

部感染一直发烧，吃了退烧
药后，高烧一直没有消退。医

生为他用了多种药品，包括
头孢类一代到四代的抗生
素，但对高烧也无济于事，还
是不能退烧。医生推断，该患
者的体内可能产生了“超级
耐药菌”，而这个现象出现的
原因，就是患者在以前的治疗

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抗生素类
药品，导致现在再使用抗生
素，就失去了效果，不能杀灭
病菌。

一家大医院的医生介
绍，现在，抗生素根本治不死
一些“新生代”耐药病菌。当

前，抗生素中的“王牌”万古
霉素，目前也已经出现了可
以对它耐药的新一代金黄色
葡萄球菌。专家表示担忧，如
果最好的抗生素都出现了对
它耐药的“超级病菌”，医生
可能就束手无策了。

专家介绍，当前，用药误区
中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滥用抗

生素、抗菌药，很多感冒病人也
使用大剂量的价格高的抗生素，
这不但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而且导致患者耐药性增加，引起
大量的不良反应。

江苏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曾对 2004年以来培养致病菌

及药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由于人们对抗菌药的滥用，
致病菌的耐药性已经相当严
重，极大地影响了临床的治疗，
细菌感染中耐药的菌株层出不

穷，从单一耐药向耐多药发展，
一种病菌竟能使 12种抗菌药

对其束手无策。
江苏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显示，
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中，大
部分不良反应是由抗生素引起
的，占总数的30％－40％。专
家分析，这与病人用药盲目性
大、医生用药随意性大有关。其
中，有部分病人因为药品不良

反应导致住院或住院时间延
长、器官功能损伤甚至死亡。

&!'( )*+, -.

记者在医院门诊随机采访
了部分病人。一名男子认为，只

要是价格高的药，治疗效果就
一定好，想让病早点好，当然希
望开抗生素了。一名患者说，他
看病不管是否是抗生素，只要
治疗效果好，对于药品价格高
低无所谓。

对于抗生素使用越来越多

的现象，内科的张医生也道出
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喜欢
给病人开抗生素，主要是因为
这类药的效果很快就能显现出
来；如果开了其他药物，病人吃
了后没有效果，或者效果比较

慢，病人认为我误诊来找我，我
不是自找麻烦吗。”

南京的一位知情人士介

绍，当前很多大医院每年消耗
的抗生素金额占所有药品金额
的 40%，他们医院每年的药品
收入有 8000多万元，使用的
药品主要是心血管类药品、抗
肿瘤等生物制剂、抗生素，这三
类药品可以占到医院药品的大

部分，其中抗生素的销售金额
就有 3000多万元。而一家二
级医院，一年的药品收入 2000
多万元中，抗生素就达到了四
五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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