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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微生物与抗生素治疗是现代医学中极

为重要的领域。 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

等，它们既可以是疾病的致病源，也可以在

人体内发挥有益作用。 抗生素则是用于对抗

细菌感染的重要药物。 了解微生物的特性及

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对于有效防治疾病、合

理使用抗生素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微生

物的基本知识、抗生素的发现和分类、抗生

素的作用机制以及抗生素耐药性等方面，科

普微生物与抗生素治疗的科学基础。

一、微生物的基本知识

1、微生物的种类与特性：微生物主要包

括细菌、真菌、病毒和原生动物。 细菌是单细

胞生物，可以在各种环境中生存，有些细菌

对人体有益，如肠道菌群；有些则是致病菌，

如结核杆菌。 真菌包括酵母菌和霉菌等，部

分真菌是致病菌，如白色念珠菌。 病毒是非

细胞结构， 必须寄生在宿主细胞内繁殖，如

流感病毒。 原生动物是单细胞生物，如阿米

巴原虫。

2、微生物与人体健康：人体内外栖息着

大量微生物，它们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 肠

道微生物群在消化、免疫、代谢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皮肤、口腔等部位的微生物群也

对维持健康有重要意义。 平衡的微生物群可

以保护人体免受致病菌的侵害。

二、抗生素的发现与分类

1、抗生素的发现：抗生素的发现是医学

史上的重大突破。1928 年，亚历山大·弗莱明

发现了青霉素，这种由青霉菌产生的物质能

够有效杀灭多种细菌。 此后，科学家们陆续

发现了链霉素、红霉素等多种抗生素，极大

地提高了治疗细菌感染的能力。

2、抗生素的分类：抗生素根据其作用机

制和化学结构，可分为多种类型。 常见的分

类包括：①青霉素类：如青霉素、阿莫西林，

主要作用于细菌细胞壁合成。 ②大环内酯

类：如红霉素、阿奇霉素，主要抑制细菌蛋白

质合成。 ③氨基糖苷类：如链霉素、庆大霉

素，通过干扰细菌蛋白质合成起作用。 ④四

环素类：如四环素、土霉素，抑制细菌蛋白质

合成。 ⑤喹诺酮类：如环丙沙星、左氧氟沙

星，抑制细菌 DNA 复制。

三、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1、抗生素的杀菌和抑菌作用：抗生素根

据其作用方式，可以分为杀菌性抗生素和抑

菌性抗生素。 杀菌性抗生素直接杀灭细菌，

如青霉素。 抑菌性抗生素则通过抑制细菌生

长繁殖来控制感染，如四环素。

2、抗生素的作用靶点：抗生素通过作用

于细菌的关键生物过程来发挥效果，常见靶

点包括：①细胞壁合成：青霉素类和头孢菌

素类抗生素通过干扰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使

细菌细胞壁不完整，从而导致细菌死亡。 ②：

蛋白质合成：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和四

环素类抗生素通过抑制细菌核糖体功能，阻

止蛋白质合成。 ③DNA 复制：喹诺酮类抗生

素通过干扰细菌 DNA 旋转酶， 阻止 DNA

复制。

四、抗生素耐药性

1、抗生素耐药性的形成：抗生素耐药性

是指细菌通过基因突变或获取外源耐药基

因，能够抵抗抗生素作用的现象。 耐药性可

以通过多种机制形成，如改变抗生素作用靶

点、生产降解抗生素的酶、改变细胞膜通透

性等。

2、抗生素耐药性的危害：抗生素耐药性

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耐药菌感染导致

治疗难度增加、治疗费用上升、患者病程延

长，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近年来，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多重耐药结核杆

菌等耐药菌株的流行，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

的重大挑战。

3、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措施：为了应对

抗生素耐药性，医学界和公共卫生机构采取

了多种措施：①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滥用

抗生素，确保按医生处方使用，完成整个疗

程。 ②加强感染控制：在医疗机构中严格遵

守感染控制措施，防止耐药菌传播。 ③研发

新型抗生素：加大对新型抗生素和替代疗法

的研究投入，寻找新的治疗手段。 ③提高公

众意识：通过正确的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认识水平，倡导正确使

用抗生素。

总的来说，微生物与抗生素治疗的科学

基础，是理解和应对各种细菌感染的重要前

提。 通过深入了解微生物的种类与特性、抗

生素的发现与作用机制以及抗生素耐药性

的形成与防治， 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抗生

素，保护人体健康。 合理使用抗生素、提高对

抗生素耐药性的认识， 对于有效控制感染、

保障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通过本文

的介绍，读者能够对微生物与抗生素治疗的

科学基础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在日常生活

中更科学地应对相关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预防青光眼的有效措施

□

贝学斌

青光眼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特征

是眼压升高， 导致视神经损伤和视力丧失。

青光眼的危害性很大， 严重时可能导致失

明。 预防青光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了

解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降低青光眼

的发病风险，保护我们的视力健康。 本文将

介绍预防青光眼的有效措施，助力公众科学

应对这一疾病。

一、定期眼科检查

1、重要性：定期的眼科检查是早期发现

和预防青光眼的关键。 青光眼在早期通常没

有明显症状，通过眼科检查可以及时发现眼

压升高等潜在问题。

2、检查内容：眼科检查通常包括几项重

要的测试：眼压测试、视神经检查和视野测

试等。 眼压测试是检测眼压是否异常的直接

方法，通过测量眼球内的压力来判断是否存

在青光眼的风险。 视神经检查则是通过观察

视神经的健康状态来评估其是否受到损伤，

医生会使用专业仪器进行检查，以便早期发

现任何异常。 视野测试则是通过检测视野范

围来判断视力是否受到影响，视野的变化可

能是青光眼的早期迹象之一，这有助于及时

诊断和治疗。

3、检查频率：一般建议 40岁以上的成年

人每 1-2 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高危

人群（如有青光眼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

等）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查。

二、控制和管理相关健康状况

1、高血压和糖尿病管理：高血压和糖尿

病是青光眼的常见风险因素之一，因为这两

种疾病会影响血液循环和眼压，从而增加青

光眼的发病风险。 控制这些健康状况有助于

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首先，定期监测血压和

血糖水平是关键，保持它们在正常范围内可

以减少视神经损伤的风险。 其次，遵医嘱合

理用药， 并根据医生建议调整生活方式，包

括饮食、运动和作息时间等，可以有效控制

病情。 此外，保持健康的体重和适度的锻炼

也是预防青光眼的有效措施。

2、控制眼压：眼压升高是青光眼的主要

特征之一，因此保持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是预

防青光眼的关键。 为了避免眼压升高，首先

应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环境下工作，这会导致

眼睛疲劳和眼压波动。 其次，减少长时间近

距离用眼，例如长时间看电脑、手机或阅读，

建议每用眼 45 分钟，休息 5-10 分钟，远眺

或闭眼放松。 此外，适度的休息和睡眠对于

控制眼压也非常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

帮助身体和眼睛得到充分的恢复。

三、健康的生活方式

1、饮食调节：合理的饮食对预防青光眼

有积极作用。 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食物，如绿叶蔬菜、水果、鱼类等，有助于保

护视神经和眼部健康。

2、避免烟酒：吸烟和过量饮酒会增加青

光眼的风险。 戒烟限酒是保护眼睛健康的重

要措施，减少对视神经的损害。

3、适度运动：适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降

低眼压，增强体质，减少青光眼的风险。 每周

进行 3-5 次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自

行车等，对眼睛和整体健康都有益。

四、注意用眼卫生

1、 避免过度用眼： 长时间盯着电子屏

幕、书籍或进行细致的工作，都会导致眼睛

疲劳和眼压升高。 每用眼 45分钟左右，应该

休息 5-10 分钟，远眺或闭眼放松，有助于缓

解眼疲劳。

2、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时应注意

光线充足， 避免在强光或昏暗环境下看书。

保持适当的阅读距离（约 30-40 厘米），不宜

过近。

五、了解青光眼的早期症状

1、早期症状：青光眼的早期症状包括眼

压升高、眼睛疼痛、视野模糊、视力下降和视

野缺损等。 若发现自己或家人有这些症状，

应提高警惕，尽早就医进行检查。 此外，一些

患者还可能出现头痛、恶心等症状，这些也

是青光眼的信号之一。 了解这些症状不仅有

助于自我监测，还可以提醒身边的人注意眼

睛健康。

2、及时就医：如出现上述青光眼的早期

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专业检查和治疗。 早

期干预可以减缓疾病进展。 医生通过专业的

检测设备和方法，可以准确判断青光眼的类

型和严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预防青光眼需要我们从日常

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加以注意。 定期眼科检

查、控制相关健康状况、健康的生活方式、注

意用眼卫生以及了解青光眼的早期症状，都

是有效的预防措施。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

以大大降低青光眼的发病风险，保护我们的

视力健康。 保护眼睛，从预防青光眼开始，让

我们共同关注眼健康，为拥有清晰明亮的视

界而努力。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缓解呼吸困难的护理小妙招

□

劳莹

呼吸困难是一种常见且令人不适的症

状，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如哮喘、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COPD）、肺炎等。本文将介绍一些

简单实用的护理小妙招，帮助缓解呼吸困难，

并提高生活质量。

一、保持良好的体位

选择合适的体位可以有效缓解呼吸困

难，改善呼吸功能。

1、端坐位：端坐位可以增加胸腔容量，减

轻呼吸负担。 患者可以坐在椅子上， 背部挺

直， 双脚平放在地面上， 双手自然放在大腿

上。 此体位有助于扩张胸廓，促进肺部通气。

2、靠墙站立：靠墙站立也是一种有效的

缓解呼吸困难的方法。患者背部紧贴墙壁，双

脚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这个姿势有助于

放松呼吸肌肉，增加肺部的扩张空间。

3、俯卧位：在某些情况下，俯卧位可以改

善呼吸功能。患者可以趴在床上或地板上，胸

部垫一个枕头，保持头部偏向一侧。这种姿势

有助于减轻肺部充血，促进呼吸顺畅。

二、控制环境因素

改善居住环境， 减少诱发因素有利于缓

解呼吸困难。

1、保持空气流通：确保居室内空气新鲜，

避免空气过于干燥或潮湿。 可以使用加湿器

或除湿机调节室内湿度，同时定期开窗通风。

2、避免刺激性气味：避免接触香烟烟雾、

化学气味、花粉等刺激物。这些物质可能会诱

发或加重呼吸困难，尤其是对哮喘患者而言。

3、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清洁居室，防止灰

尘、霉菌等过敏原积聚。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

来过滤空气中的有害颗粒物。 尽量避免去人

群集聚的地方。

三、进行呼吸训练

1、腹式呼吸：腹式呼吸是一种简单且有

效的呼吸训练方法，可以帮助放松呼吸肌肉，

增加肺部通气量。患者可以躺下或坐着，双手

放在腹部，深吸气时让腹部鼓起，呼气时让腹

部收缩。 这个过程中，尽量通过鼻子吸气，通

过嘴巴呼气，每次呼吸要缓慢而深沉。每天坚

持进行几分钟，可以显著改善呼吸困难，增强

肺部的弹性和力量。

2、缩唇呼吸：缩唇呼吸是一种能够延长

呼气时间，防止肺泡塌陷的有效方法。患者可

以坐着或站着，深吸气后，缓慢通过紧闭的嘴

唇呼气，就像吹蜡烛一样。这种呼吸方式可以

增加呼气时的气道压力，防止小气道的塌陷，

从而改善气体交换效率。 缩唇呼吸特别适合

在感到呼吸急促或困难时进行， 可以迅速缓

解症状。

3、呼吸体操：呼吸体操结合了呼吸训练

和轻度运动，有助于增强肺功能。患者可以进

行一些简单的动作，如抬臂、转身等，同时配

合深呼吸。 这些动作不仅可以帮助放松全身

的肌肉，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肺部的通

气量。每天坚持数分钟，可以有效缓解呼吸困

难，提高身体的整体健康水平。

四、合理使用药物

1、吸入药物：吸入药物如支气管扩张剂、

类固醇等，可以快速缓解气道痉挛，改善呼吸

困难。吸入药物通过直接作用于气道，可以迅

速发挥疗效，减轻症状。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

下正确使用吸入器，确保药物充分吸入肺部。

使用吸入药物时要注意保持口腔清洁， 避免

药物残留引起不适或感染。

2、口服药物：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可能会

开具口服药物，如抗炎药、抗过敏药等。 这些

药物可以帮助控制炎症反应，减轻症状。口服

药物一般作用时间较长， 适合于慢性病症的

控制。患者应按照医生的建议按时服药，并注

意观察药物的副作用。如有不适，及时与医生

沟通，调整用药方案。

3、氧疗：对于重度呼吸困难患者，氧疗可

以提供额外的氧气支持，缓解缺氧症状。氧疗

通过增加血液中的氧气浓度， 可以显著改善

呼吸困难。患者应按照医生的建议，正确使用

氧气设备，如鼻导管、面罩等。 尤其是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应实行长期低流量氧疗，氧

流量应维持在 2l/min， 每日吸氧时间至少达

15h。 使用氧疗时应注意安全，避免氧气泄漏

引起火灾或其他意外。

五、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预防和缓解呼吸

困难。

1、戒烟：吸烟是导致呼吸困难的主要原

因之一。戒烟可以显著改善肺部功能，减轻呼

吸困难症状。

2、均衡饮食：健康的饮食有助于增强体

质， 改善免疫功能。 患者应多摄入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的食物，避免过度饮食。

3、适当锻炼：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

心肺功能，提高耐力。患者可以选择一些低强

度的运动，如散步、八段锦等，根据自身情况

逐步增加运动量。

总之， 缓解呼吸困难需要综合采取多种

护理措施，包括调整体位、控制环境因素、进

行呼吸训练、 合理使用药物以及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减轻呼吸

困难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早日恢复健康。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微生物与抗生素治疗的科学基础

□ 吴秋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