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对于控制抗生素的滥用，刘润辉坦言，如
果从畜牧业和养殖业来看，还没有找到更好办
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面对 !"多亿人口
的庞大需求，中国的畜牧业和养殖业必须走规
模化高密度之路，势必要使用抗生素，否则无
法保证养殖存活率和产量。

美国考虑禁止在畜牧业饲料中添加抗生
素时，也一直在衡量得失，这意味着成本剧增，
会导致整个产业的崩溃和物价指数的攀升。

刘润辉介绍，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替代
传统抗生素的办法，其中之一是疫苗。华东理
工大学的专家已研发出一种多宝鱼的疫苗，可
以取代抗生素。不过，疫苗只能针对某一特定
病菌，不具备抗生素那样普遍的杀菌作用。“最
有效的办法是研制出一种新型抗生素”，刘润
辉说，新型抗生素与传统的相比，最明显的特
点就是加速抗生素的溶解。如果抗生素进入人
体内，三五天内能够迅速溶解，不会残存在体
内，其耐药性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目前，各国科
学家在努力攻克这一世界难题。
刘润辉最后强调，当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

说，当务之急还是要走出抗生素的使用误区。
除了“药越贵越好”之外，还包括“抗生素就是
消炎药”的误区。其实，炎症是人体组织受到损
害时的反应，表现为发红、肿胀、发热、疼痛等。
过敏、烧伤、烫伤、冻伤以及细菌、真菌和病毒
等微生物感染等损害都可引起炎症。在日常生
活中不是由细菌引起的炎症，就不宜使用抗生
素治疗。还有“抗生素可用于预防感染”之说，
其实，抗生素主要是用来杀灭或抑制细菌的，
不能增强人体抵抗力，不可能预防感染。相反，
常将抗生素用于预防感染可能延误病情，还会
促使细菌耐药。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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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用药!越贵越好"心态加速细菌耐药性

滥用抗生素危害亟需引起重视
! ! ! !学名“大菱
鲆”的多宝鱼由
于肉质鲜嫩而
少刺，向来为人
所爱，但近年来
多地传出的多
宝鱼抗生素等
化学药物超标
问题，让很多人
开始对食用多
宝鱼心存芥蒂。
昨天，华东理工
大学张元兴教
授团队研究出
的多宝鱼疫苗
在本届工博会
上亮相，这种疫
苗取代传统的
抗生素，可望不
久上市，让人们
吃上放心的多
宝鱼。
据悉，该疫

苗名为“大菱鲆迟钝爱德华氏菌活疫
苗（#$%&'!株）”，已获得国家一类新
兽药注册证书，其产品已经在山东、辽
宁等多宝鱼主产区试用。它是中国注
册的第一个海水鱼类活菌疫苗，也是
世界上首个获得政府许可的针对迟钝
爱德华氏菌的鱼用疫苗，对海水养殖
中减少和避免使用抗生素、提高水产
品和生态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已经进

入工业化集约养殖阶段，病害威胁是
产业发展的瓶颈。根据西方发达国家
的成功经验，高效疫苗的应用是细菌
性病害控制的有效策略。但是，在我国
海水养殖业中却尚无疫苗应用的成功
先例，只是单纯依靠抗生素防病治病，
并且还经常出现超标使用抗生素的问
题。这不仅带来了致病菌的耐药性问
题，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埋下了隐患。
张元兴教授团队研究的爱德华氏

菌病就是这样一种养殖业中最严重的
细菌性病害。由它引起的腹水病，是海
水养殖多宝鱼的一种严重病害，经常
给养殖户带来严重损失。而且，由于该
病原菌寄生在宿主胞内，药物治疗效
果差，又可能会连锁性地引起药物超
标等食品安全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张元兴教授带领

团队从本世纪初即开始进行研究，历
经 !(年努力，最终构建了大菱鲆迟钝
爱德华氏菌活疫苗（#$%&'!株）。

有了疫苗，又该怎样给这些活蹦
乱跳的家伙接种疫苗呢？据介绍，小鱼
苗是“泡澡”接种疫苗———由于疫苗都
是天然弱毒活菌，需要的时候，只要将
鱼苗在疫苗配置的水中浸泡 "分钟，
鱼宝宝就获得了免疫力。
“随着海水养殖鱼类疫苗的推广

应用，有望在国内孵化形成一个新兴
的鱼用疫苗产业，减少直至避免使用
抗生素，全面提升我国海水鱼类农产
品的食品安全等级，促进我国传统海
水鱼类养殖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
展。”张元兴教授说，希望他们的研究，
能够建立以免疫防治为核心的海水鱼
类健康养殖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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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抗生素就是消炎药”误区

! ! ! !“医生，可以给我用最贵、最好的药吗？”
———在医院门诊部和病房，当医师为患者开抗
生素药时，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近日，在国内高
校首个抗生素专业———华东理工大学抗生素
制造工业专业设立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华
东理工大学生物学教授、国家“青年千人”专家
刘润辉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下，中国滥用
抗生素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患者用药时的“越贵越好”心态，而医生在
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冒险违背患者的要求，这
种局面，正在加速细菌耐药性。

选药不看价格要看疗效
抗生素（*+,-.-/,-01）是由微生物!包括细

菌"真菌"放线菌属#或高等动植物在生命生理
生化的代谢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抗病原体或
其它活性的一类次级代谢产物，能在低浓度时
干扰其他细胞生理功能或直接致死其他细胞或
生物体的小分子化合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人类对于致病细菌一度束手无策。直到 !234年
青霉素被发现后，人类才能对细菌感染进行有
效打击，青霉素也就成了第一个商业化的抗生
素。至今，对付许多传染性疾病，抗生素依然是
最有力的武器。抗生素药物作为一种基础用药，
临床使用广泛，也是我国医保中最重要的基础
抗菌药物。

刘润辉介绍，在国内，大多数人对抗生素
的使用存在误区，普遍认为抗生素越贵越好，
治病越有效。其实，每种抗生素优势劣势各不
相同，一般要因病、因人选择。比如红霉素是老
牌抗生素，价格很便宜，它对于军团菌和支原
体感染的肺炎具有相当好的疗效，而价格非常
高的碳青霉烯类的抗生素对付这些病就不如
红霉素。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便宜没好货”的
规律并不适用药品。只要使用得当，几分钱一
片的药也能达到药到病除的疗效。
刘润辉指出，新出的抗生素无论从抗菌范

围还是抗菌强度上，确实比老一代抗生素有很
大的进步，但是，抗生素的更新换代往往是由
细菌的耐药性推动的，也就是说新药的产生往
往是为了解决耐药的问题，而不是增强疗效。
如此一来，如果人人都选择新的、贵的抗生素，
那么，新的耐药性问题就会很快出现。

中国抗生素使用量惊人
刘润辉介绍，近几年来，通过媒体的大力

宣传及卫生主管部门的“限抗令”，中国抗生素
临床使用量明显下降。3(!(!3(!"年，抗生药物
使用率从 )45降至 6"765，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医院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比
例从 265下降至 385。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抗
生素使用情况仍面临严峻的形势。
中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抗生素使用

量惊人，3(!"年使用 !)73万吨抗生素，约占世
界用量的一半，其中 635为兽用，845为人用，
超过 6万吨抗生素被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与国外相比，中国河流总体抗生素浓度较

高，测量浓度最高达 96)(纳克:升，平均达 "("

纳克:升，意大利仅为 2纳克:升，美国为 !3(纳
克:升，德国为 3(纳克:升。另外，3(!"年，中国
的抗生素千人每天使用量是 !69个计量，是美
国的 676倍、英国的 679 倍、加拿大的 979 倍、
欧洲的 974倍。
刘润辉指出，与医疗使用抗生素下降成反

比的是，中国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使用抗生
素正越来越普遍，用量越来越大。
一些养猪厂的业主反映，猪可能会生几十

种病，给猪打针、灌药是很常见的举措，但药的
效果却越来越差，于是，只能给猪打更多的针，
灌更多的药。南方沿海地区的渔民，在一亩左
右的水域内，年产对虾竟高达 "吨，如此高的
产量与养殖密集度，也使得养殖户更多地使用
抗生素。
“欧盟已经禁止在畜牲业饲料中添加抗生

素，美国也正在考虑采取相同的步骤，他们都
会对上市的肉类及水产品采取抗生素含量检
测，但中国却没有”，刘润辉介绍说，正是通过
这个途径，抗生素残存物转移至了人体内。今

年 8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江苏、
浙江、上海等地 !(((多名 4至 !!岁在校儿童
进行尿液检验，结果显示：近六成儿童的尿液
中含有抗生素。

耐药性危害不可忽视
刘润辉说，虽然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进入

人体并没有直接危害，但抗生素滥用、抗生素
环境污染的真正危害在于加剧细菌耐药性。
耐药性究竟有多可怕？首先，近年引发极

大恐慌的“超级细菌”即“多重耐药菌”的出现，
已被证明与环境中抗生素污染并杀死微生物
群落有关。其次，一旦广泛耐药发生，将发生
“无药可用”的险境，即使是剖腹产、髋关节置
换术等常规手术，患者死于手术并发感染的风
险亦将倍增。

相关调查表明，我国约有 6(((万至 4(((

万残疾人，!:"是听力残疾，其中 )(5至 4(5的
致聋原因与使用过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有关。我
国门诊感冒患者约有 965应用抗生素；外科手
术应用抗生素的情况则高达 265；我国住院患
者的抗生素应用率为 925，这一数字远高于英
国的 335和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 "(5。此外，
美国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长期跟踪研究，该研
究比较了 33))名乳腺癌患者和 4(((名对照
者使用抗生素的情况。结果发现，!9年内合计
使用抗生素超过 6((天或者超过 36次处方使
用，那么患乳腺癌的风险将增加 3倍。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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