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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异同对比研究 
王涛  周淑娟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山东枣庄  277000） 

【摘要】目的：探讨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异同之处。方法：将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体外实验，比
较两类抗菌药的 MIC（最小抑菌浓度）值、MIC50、MIC90，分析两类抗菌药的作用机制。结果：杀菌性抗菌药的 MIC、MIC50、MIC90 均较抗
菌性抗菌药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抗菌药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结论：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在抗菌效果和作用
机制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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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是指具有微生物杀灭作用和抑制作用的药物，也是我国医

疗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类药物。抗菌药的分类主要依据生产途径，
分为抗生素和人工合成抗菌药两大类，不同种类的抗菌药物在疗效和
安全性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1]。除此之外，美国临床和实验室
标准化委员会还对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进行了明确定义。但
我国关于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研究报道较少，为指导临床
合理应用抗菌药，本研究对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异同之处
进行分析，现进行以下汇报。 

1.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杀菌性抗菌药：包括喹诺酮类抗菌药、β-内酰胺类抗菌药。抑

菌性抗菌药：包括大环内酯类抗菌药、四环素类抗菌药。 
1.2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的实验操作标准，分别

将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稀释为待测抗菌药溶液，然后将溶液
加入至已经接种标准剂量微生物培养液的培养基中，在 33~35℃的环
境中培养 24h 后，将次代培养物涂布于不含抗菌药溶液的固体培养基
中继续培养 24h，测定 MBC（最低杀菌浓度）。将 MBC 与 MIC 的比
值小于 4 定义为有抑菌活性[2]。杀菌性抗菌药中的两类药物以及抑菌
性抗菌药中的两类药物样本量均为 10 份，最终结果取 10 份研究样本
实验数据的平均值。 

1.3 观察指标 
比较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 MIC、MIC50、MIC90，分析

两类抗菌药的作用机制。 
MIC50 即半数抑菌范围，抑制 50%微生物生长的最低药物浓度。

MIC90 即 90%抑菌范围，抑制 90%微生物生长的最低药物浓度。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应用 SPSS 23.0 版本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描述，资料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 MIC、MIC50、MIC90 比较 
实验结果显示，杀菌性抗菌药的 MIC、MIC50、MIC90 均小于抑菌

性抗菌药，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 MIC、MIC50、MIC90 比较 

（ x ±s） 

分类 样本数量 MIC（μg/ml）
MIC50 

（μg/ml） 
MIC90 

（μg/ml） 

杀菌性抗菌药 10 0.24±0.04 0.16±0.02 0.22±0.03 
抑菌性抗菌药 10 1.20±0.10 0.98±0.09 1.13±0.11 

t - 28.187 28.126 25.239 
P - 0.000 0.000 0.000 

2.2 杀菌性抗菌药、抑菌性抗菌药的作用机制分析 
药理研究发现，杀菌性抗菌的作用机制主要为：（1）通过破坏微

生物细胞双链 DNA，产生大量 DNA 末端，诱导细胞死亡。（2）催化
微生物存活的必要反应——细胞壁聚合体肽聚糖末端的交联反应。抑
菌性抗菌药的作用机制主要为：（1）通过与核糖体大亚基连接，接近
肽基转移酶的中心，使肽酰-tRNA 与核糖体分离。（2）可逆性的抑
制微生物蛋白质合成。 

3.讨论 
目前各国医疗领域应用的杀菌性抗菌药、抑菌性抗菌药分类标准

仍为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将接种微生物
18~24h 内能够将微生物全部杀死的抗菌药定义为杀菌性抗菌药，将
接种微生物 18~24h 内能够将部分微生物杀死的抗菌药定义为抑菌性
抗菌药[3]。根据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的定义可推测杀菌性抗
菌药的抗菌功效较抑菌性抗菌药更强，但仍需通过实验验证结论的准
确性。 

为提高抗菌药的合理用药率，本研究从抑菌功效和抑菌机制两个
方向对上述两类抗菌药的异同之处进行分析，通过体外实验发现，杀
菌性抗菌药的 MIC、MIC50、MIC90 均较抑菌性抗菌药小。由此得出，
杀菌性抗菌药的抗菌效果更好，验证了上述推测结论的准确性。分析
两类抗菌药的作用机制发现，两类抗菌药的主要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
异，与国内报道的相关课题研究所得结论符合。此外，本研究前期查
阅资料发现，国内外均有研究发现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存在
共同机制。如有研究学者进行实验研究发现诺氟沙星和氨苄西林在暴
露后 1h 均产生羟基自由基，卡那霉素于暴露 2h 后产生羟基自由基，
而进行对照组的实验室定义下的抑菌性抗菌药则未发现产生羟基自
由基[4]。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杀菌性抗菌药和抑菌性抗菌药在抗菌效果
和作用机制上均存在明显差异，但两类药物可能存在共同机制，还有
待日后进行深入研究，现阶段建议临床医师根据治疗需要合理选择药
物，以保障患者的用药疗效和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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