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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基本药物抗菌素在内科疾病治疗中的合理应用。方法：选择时间为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学校医务室收治的内科疾病学生

100 例，回顾性分析所有学生看病、治疗资料，分析探究具体治疗的过程中学生使用基本药物抗菌素治疗时使用情况是否合理。结果：与对照组的

治疗总有效率 28 例（70.00%）比较，在 100 例应用基本抗菌素治疗的学生中，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学生最多占比为 60 名（60.00%），其次是下呼吸

道感染 13 名（13.00%）；合理用药的占比为 90 名（90.00%），不合理用药的为 10 名（10.00%）。结论：针对高职学校中出现的内科疾病学生，通过

选择基本药物抗菌素进行干预，发现有使用不合理的情况存在，因此需要选择针对性、合理化的干预措施，增强药物治疗效果，并加强基本药物抗

菌素合理使用率，促进高职学校中发生内科疾病的学生预后康复，适合应用于医务室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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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内科疾病涉及血液、泌尿、内分泌、呼吸、心血管、

消化和神经系统疾病等，是常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校中学生的

疾病，有较高的危险性，严重时将对学生后续正常生活学习等产生

不良以便共享，发生应激性溃疡出血的症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想要很好的控制病情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早发现、在治疗，并选择

正确的用药方式进行干预。抗菌素（抗生素）应用于内科疾病的治

疗中，可以干扰细菌的蛋白质合成，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同时产

生稳定的抑菌、杀菌作用[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疾病治疗中出

现的耐药性问题将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把基本药物抗菌素

治疗的方式用于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的共 100 例学校医务室

接诊治疗的内科疾病学生，现回顾性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高职学校医务室收治 100 例内科疾病学生，区

间范围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回顾性分析他们使用基本药物

抗菌素的合理情况。所有就诊学生中男 55 例，女 45 例，年龄（19～

25）岁，平均（22.38±1.11）岁。内科疾病各项指标比较无意义 

P>0.05。排除标准：有肿瘤者；免疫功能严重低下；合并精神疾病；

高凝状态及有出血倾向；患有严重糖尿病；临床资料不全；无法按

规定治疗；不服从医嘱；近期接受相关药物治疗。纳入标准：提供

详细资料；意识清楚，行为自主；无药物过敏史；符合内科疾病诊

断标准[2]。 

1.2 方法 

选定观察目标后，对来到医务室就诊学生自身和家族病史进行

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同时整理分类学生内科疾病分型，对应用基

本药物抗菌素治疗时的实际情况。保证前一天检测时学生均能够获

得较好的睡眠且正常进食，并调查是否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抗菌素的

情况，观察合理、不合理用药的学生人数，以及使用抗菌素类型学

生人数，对不合理表现明确记录下来。 

1.3 观察指标：分析探究具体治疗的过程中学生使用基本药物

抗菌素治疗时使用情况是否合理。①医务室中的学生是否严格依据

抗菌素使用指征，使用的基本抗菌药物治疗的内科疾病；②给药方

式的正确与否。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具体的数据，并经 Microsoft 

Excel 建立数据库，（x±s）计量资料，t 检验；（%）、计数资料，

X2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分析医务室中内科疾病情况：在 100 例应用基本抗菌

素治疗的学生中，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学生最多占比为 60 名

（60.00%），其次是下呼吸道感染 13 名（13.00%），依次是腹泻 10

名（10.00%），尿路感染 6 名（6.00%），急性胃肠炎 5 名（5.00%）、

胆囊炎 4 名（4.00%），淋巴结炎 2 名(2.00%)。 

2.2 分析合理使用基本抗菌药物的情况：在 100 例学生中，合

理用药的占比为 90 名（90.00%），不合理用药的为 10 名（10.00%），

分析主要表现：其中无需使用抗菌药物 2 名（20.00%），缺少对药

物认知的有 3 名（3.00%），联合用药不理想 2 名（2.00%），预防用

药不合理 3 名，占比 30.0%，见表 1。 

表 1 分析合理使用基本抗菌药物的情况[n(%)] 

组别 不合理 合理 

例数 10 90 

占比（%） 10.00% 90.00% 

3. 讨论 

抗菌素不合理试用情况普遍存在，为了减少不合理使用率，明

显改善疾病疗效，需要基于合理用药的情况下，联合应用抗菌素进

行治疗，避免降低疗效，产生不良影响；因缺少对抗菌素药物实际

药理的明晰和了解，片面认为新出的药物比之前的旧药更好，出现

不合理使用的情况[3]。因此抗菌素要素的使用中应当对症治疗，具

体内科疾病具体分析，增强认知水平，了解抗菌素的使用指针征，

促进患学生的预后康复。此次研究中，在 100 例应用基本抗菌素治

疗的学生中，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学生最多占比为 60 名（60.00%），

最少的是淋巴结炎 2 名(2.00%)；10 名不合理用药学生中，表现为

无需使用抗菌药物 2 名（20.00%），缺少对药物认知的有 3 名

（3.00%），联合用药不理想 2 名（2.00%），预防用药不合理 3 名，

占比 30.0%。经本研究结果显示出，对高职学校中出现内科疾病学

生，通过采用基本药物抗菌素方式，积极合理用药将提升疾病疗效，

改善预后，产生的作用显著。 

综上所述，经在医务室中把基本药物抗菌素用于来学校医务室

就诊的内科疾病学生，存在包含无需使用抗菌药物、缺少认知、联

合用药不理想、预防用药不合理等使用基本药物抗菌素的情况，为

了改善学生疾病预后，提升其学习生活质量，需要选择合理改善措

施，加强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抗菌素概率，适合应用于医务室中治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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