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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至 24 日是世界卫生

组织确定的“提高抗微生物药物认

识周”。当前，抗生素使用情况如何？

“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多地进行调查。

使用率大幅下降  滥用现象仍然存在
近年来，为遏制微生物耐药，我

国严令管控抗生素使用，出台一系列

文件、采取专项整治等举措，取得明显

成效。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

数据显示，从 2011 年到 2023 年，核心

数据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从 59.4%降到 33.4%，门诊患者抗菌

药物使用率从 16.2%降到 7.1%。

但在个别医疗机构，抗生素滥用

现象仍然存在。

国 家 医 保 局 今 年 8 月 通 报，

2023 年以来，山西代县和平医院对

68% 的住院患者进行两种、三种高等

级抗生素治疗，且多按最高或较高剂

量联合给药。部分患者病历显示体温

正常、白细胞计数正常、胸片报告无

急性炎症表现，但被诊断为急性支气

管炎，并静脉注射头孢曲松、左氧氟

沙星、克林霉素等高等级抗生素。

国家医保局今年联合安徽省医

保部门对安徽省淮南市定点医疗机

构开展专项检查，发现淮南市寿县

正阳关镇镇南社区卫生服务站违反

诊疗规范滥用抗生素。该院针对感

染病人，不论病情轻重均联合两种、

三种高等级抗生素使用，甚至出现

同类抗生素口服和输液同时开具的

情况。

此外，抗生素可以在线上轻易

买到，也为抗生素滥用误用“开了口

子”。记者在美团外卖上随机选择一

家药店购买阿莫西林胶囊，简单填写

了性别、年龄、过敏史等个人信息，在

病情描述里选择了“急性支气管炎”

选项，便弹出一位“海南嘉隆互联网

医院”周姓医师的对话框。对方询问

是否有信息补充，记者正输入时，聊

天页面显示“已为您开具处方”，全程

不到一分钟。

抗生素滥用涉及诸多因素
记者了解到，抗生素滥用同医师

诊疗水平、抗菌药物管理和公众用药

意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关联。

——个别临床医师缺乏合理用

药的意识和能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临床药学部药师于磊等专家指出，部

分医务人员对一些疾病认知和诊疗

经验不足，缺乏使用抗生素的正确理

念，盲目为患者使用抗生素以达到迅

速控制病情的目的。

一些医务人员为了规避责任而

为低概率感染风险的患者预防性使

用抗生素。业内人士说，受监管缺失、

医生知识储备不够等因素影响，基层

医院在这方面问题更加突出。

——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水平

不足。中国医院协会抗微生物药物合理

应用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抗菌药物管理办公

室主任王选锭说，抗菌药物管理是一项

系统工程，专业性极强。目前各级医疗

机构还是依赖以药学人员为主的传统

管理模式和行政化、应对检查式的管理

方法，很难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

——公众对抗生素使用存在认

识误区。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

部副主任段金菊说，比如，上呼吸道

感染的大部分患者是病毒感染，且具

有自限性，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但

很多患者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感冒了

就要尽早服用抗生素，往往自行购药

服用，或是主动要求医生开抗生素。

“一些患者在服用抗生素时依从

性不佳，吃了一两天看到症状缓解就

不吃了，或者不按医嘱间隔来服药，疗

程不完整、服药不规律、剂量不准确

等，都是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都可能

会导致耐药性的发展。”段金菊说。

多措并举规范抗生素使用
受访专家指出，微生物耐药问题

复杂，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从医生

到公众多方努力，才能让抗生素使用

更加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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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健、医保、药

监、工信、科技等相关部门提出明确

要求。专家表示，应进一步推动落实，

强化遏制耐药综合治理。

“专业化是抗菌药物管理的根

本。”王选锭认为，医院应建立一支专

业管理团队，同时在流程改造、信息

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提高临床医生合理用药观念和

诊疗能力十分迫切。目前，国家要求

定期开展抗菌药物处方权规范化培

训。但有卫生系统人士反映，一些培

训流于形式，成了“走过场”，课程设

计缺乏系统性和专业针对性，临床指

导性差。“应进一步优化培训形式、内

容，加强培训力度和精准度，力求实

效。”业内人士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陈秋霖表示，当前我国

抗生素管理在销售渠道还存在薄弱

环节，特别是网络销售处方药乱象频

出、监管难度大。相关部门应加强常

态化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同时完善对第三方平台的约

束机制，督促其负起主体责任。

健康科普也需持之以恒。段金菊

等专家表示，要提高公众规范使用抗

生素的意识，澄清抗生素使用中的一

些误区，纠正不合理的用药观念和用

药习惯。“要让大家知道，滥用抗生素

不仅可能影响治疗效果，而且会引发

过敏、肠道菌群失调、肝肾功能损害

等不良反应，还会导致细菌耐药性快

速发展，使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失效，

在未来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据新华社）

11 月 25 日，带货主播“麦琪啦”

在直播间销售保健品违规宣传一事

引发关注。

近年来，直播间的保健品已成为

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重灾区”。不少老

人“一边上网，一边上当”，不仅花费

大量时间和钱财，也面临健康风险。

直播间售卖保健品有哪些套

路？虚假宣传为何屡禁不绝？“新华

视点”记者展开调查。

沉迷直播间

买一次就踩一次坑

两年前“入坑”后，陈女士的姥姥

每天都会准时看直播。花在直播间里

的钱已有上万元，但保健品仍源源不

断地出现在家里。

“这款益生菌吃了可以杀肠子里

的菌”，直播间内，声称是“某三甲医

院院长”的主播侃侃而谈，“有奇效”

的益生菌卖出 698 元两盒的价格。   

上海的李樱（化名）也注意到家

中老人的异常。68 岁的母亲每天要

花 4 到 6 小时看直播，出门也要戴着

耳机、拿着手机，边走边看；从纳豆

胶囊、复合硒片到小分子纯肽，在直

播间买的保健品越来越多。

近年来，老年人沉迷“养生”直播

间、购买各类保健品的情况并不鲜见，

然而，不少保健品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每买一次就踩一次坑。”陈女士介

绍，姥姥多次下单的一款益生菌，包装

与某知名保健食品几乎一样，但实际是

假冒的“李鬼”；查询另一款止咳保健品

的配方表，也发现其实不过是糖果。

在反复下单、花费不菲的同时，

一些所谓的保健品不仅没有功效，反

而还会带来健康风险。　

广东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黄小婷

（化名）介绍，“抗癌”“降血压”“降血糖”

是保健品“洗脑”中老年用户的“三大法

宝”；有患者听信直播间推销购买保健

品后，擅自停了降压药，“这是非常危险

的行为，严重的话会带来脑梗风险”。

2023 年底，北京市海淀警方接

群众报警称，通过直播带货购买了宣

称具有保健功效的“咖啡”，饮用后出

现鼻塞、头痛等不良反应。公安机关

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测鉴定，认

定该款“咖啡”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

的新型衍生物质成分。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治研究

会等机构近日发布的“三品一械”（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

告显示，虚假宣传问题舆情数据高达

30.5%，食品冒充保健品或药品违规

宣传功效等问题比较普遍。

制造焦虑打“温情牌”

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为规避审核和监管，一些企业开

始转向更“隐秘的角落”。

记者了解到，一些知名平台会对

进行直播的商家、商品进行资质审

核，确保合法合规。不少无良商家由

此选择“转战”私域直播，在“小圈子

内”对中老年人进行“洗脑”式宣传。

所谓私域直播，一般是通过建立

微信群或私聊发送直播链接，邀请特

定人群观看。“针对老年人的私域直

播是暴利行业，只要给直播服务商钱

就能开播，审核相对宽松。”从事直播

行业多年的冯萧（化名）说。

规避违禁词是另一种手法。直播

过程中，一些直播间也针对平台监测

总结出相应“对策”。

冯萧表示，针对能触发平台审核

的关键词，直播间也在不断更新违禁

词，甚至总结出一套词库，在口播时

进行替换或拆分。

主播“麦琪啦”在直播中提到病症

时，便会使用英文或故意拆分病名，如

将“尿毒症”说成“那个尿，某毒，某什么

症”，用“CA”指代“恶性肿瘤、癌症”等。

为吸引“客户”、提升黏性，不少

保健品直播会“环环相扣”设陷阱。

第一步是“拉人头”，通过线下

引流方式拉人进群；第二步是“给价

值”，通过送奖品、发红包等方式“利

诱”；第三步是“破防线”，通过制造

焦虑、打“温情牌”，让老人心甘情愿

在直播间下单。

一名老人家属告诉记者，老人在

线下买海产品时被拉进群，各种“福利”

活动让老人患上“网瘾”，感觉有奔头、

有获益。“每天看完健康讲堂直播可以

领5毛 8的红包，群里还有答题活动，

答对的前三名可以获得牙膏等奖品。”

老人家属表示，讲堂和答题内容都与

售卖产品相关，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直播间内，一些主播故意制造健

康焦虑，称“不能靠儿女，儿女都是自

私的”“要懂得保健，开始保养起来”；

同时，嘘寒问暖，早晚发红包。在情

感攻势下，老人们的防范意识逐渐瓦

解，甚至更相信主播而非子女。

治理直播乱象

向虚假内容说不

“到底怎样才能有效打击？”“有

什么办法能劝劝老人？”社交媒体

上，不少消费者发出感慨。

事实上，针对保健食品等“三品一

械”的广告审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已有相关规定。

然而，直播活动中很难区分“商

业宣传”与“广告”。北京市法学会电

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表示，

“三品一械”直播内容是否构成广告，

目前在法律上的适用标准并不明确。

由于直播内容是动态、实时、海量的，

平台也难以事前审查，只能通过技术

手段监测或抽测。

记者从某互联网社交平台了解

到，针对“虚假内容”，平台会通过新

闻报道、用户举报等渠道收集信息；

建立“重点违规类型”的专属审核团

队；同时强化账号管理体系，持续治

理低质、高危账号。

在吕来明看来，应对“三品一械”直

播内容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是否将其视

为广告，应以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判断

依据，特别是头部主播发布内容，应按

照广告标准，提高审核准入门槛，将保

障公众健康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上。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宋立志认为，市场监管部门要从非法

生产、销售等环节入手，加大对违规

生产企业、直播间运营者及主播的处

罚力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

助理李文凤建议，通过与平台开展技

术协作，提升智慧化监管水平，构建

多层次执法体系。

黄小婷表示，公众对于健康知识

有巨大需求，但在知识获取上存在一

定壁垒，应适应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强

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消费

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也要明确自身

需求、咨询专业人士、选择正规渠道。

有专家指出，沉迷直播间问题背

后，也凸显出老人的情感需求。子女

和社会应一起为老人在网络世界筑

起防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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