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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的临床分析
张瑶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肾病内科，湖北 恩施）

摘要：目的  研究抗菌药物在肾内科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方法  从在本院接受治疗的住院患者中选取 122 例肾内科住院患者，将其作
为观察对象并分成两组，即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 61 例，对照组患者仅接受了常规治疗，研究组患者除了接受了常规治疗，还
接受了抗菌药物治疗，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肾内科住院患者在临床治疗效果上的差异性。结果  研究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比对照组患
者临床总有效率高，组间有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抗菌药物应用在肾内科住院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可以取得
良好的疗效，但是要注意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严防因不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给肾内科住院患者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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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因肾内科患者病情和治疗的需要，抗菌药物成为肾内科

治疗中不可或缺的药物，再加上抗菌药物种类多样，对于淋
球菌性尿道炎、肾盂肾炎、膀胱炎等肾内科疾病均可以发挥
良好的作用，有助于细菌发生溶解死亡，使患者的痛苦得以
减少 [1,2]。为了分析抗菌药物在肾内科住院患者临床治疗中
的应用情况，进行此次研究，详情如下所述。

1   临床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从在本院接受治疗的住院患者中选取 122 例肾内科住院
患者，将其作为观察对象，包括 70 例男性患者和 52 例女性患
者，年龄在 30 岁及其以下者 8 例，31-45 岁者 48 例，46 岁及其
以上者 66 例，4 例患者所患疾病为肾盂肾炎，12 例患者所患疾
病为高血压肾损伤，18 例患者所患疾病为糖尿病肾病，36 例患
者所患疾病为慢性肾炎，52 例患者所患疾病为尿路感染。 
1.2   方法

把作为观察对象的 122 例肾内科住院患者分成两个组
别，即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患者各有 61 例，对照组患者仅
接受了常规治疗，研究组患者除了接受了常规治疗，还接受
了抗菌药物治疗（基于患者实际病情应用有针对性的抗菌药
物），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不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 
1.3   临床治疗效果评价标准

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肾内科住院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
评价时应用显效、有效和无效三个等级进行评价，若肾内科
住院患者的腰痛、尿频、尿痛、尿急、血尿等临床症状在一段
时间治疗后基本消失，病情未再对患者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
影响，则疗效评价为显效；若肾内科住院患者的腰痛、尿频、
尿痛、尿急、血尿等临床症状在一段时间治疗后获得显著性
的改善，病情较少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则疗
效评价为有效；若患者经一段时间的治疗未达到上述两种标
准中的任何一种，甚至病情进一步加重，则疗效评价为无效。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学处理涉及到的相关数据，计数
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组间有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时采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本组患者主要出现蛋白尿、水肿、血尿、肾损害等临床症

状，经有效的治疗，大部分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病情得
到有效的控制。在对照组中，显效者 34 例，占 55.7%，明显比
研究组的 68.9% 低，且对照组总有效率（86.9%）明显低于研
究组的总有效率（95.1%），组间有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的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在临床治疗效果上对照组和研究组的比较结果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n=61） 42（68.9） 16（26.2） 3（4.9） 58（95.1）

对照组（n=61） 34（55.7） 19（31.1） 8（13.1） 53（86.9）

3   讨论 
抗菌药物指的是有杀菌活性或者抑菌活性的药物，将其

应用在临床治疗中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是不少患者临床治
疗中不可或缺的药物。当前，抗菌药物被广泛应用在临床的
治疗中，然而不少抗菌药物的使用是不合理的，可以说抗菌
药物滥用现象较为明显。英国政府首席医药顾问戴维丝教授
曾经说：“医生不好好的治疗病人和病畜，常把杀病菌的抗生
素拿来杀病毒，将会引来超级病菌，到时候可能无药可医。”
再者，临床提示，假若存在于患者机体内的细菌对抗菌类药
物有抗药性，则往往会大大增加治疗难度。故在临床治疗中
应用抗菌药物，要做到合理规范用药。

相对来说，收治在肾内科的患者的病情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患者不仅所患的疾病种类多种多样，而且所出现的并发
症也比较多 [3-5]。因病情和治疗需要，抗菌药物时常被应用
在肾内科的临床治疗中，所取得的临床疗效也备受认可 [6]。
在本组研究中，对对照组肾内科患者仅仅应用了常规疗法进
行治疗，而对研究组肾内科患者，除了进行常规治疗外，还应
用了相应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通过对比对照组和研究组采
用不同治疗方法的肾内科患者的疗效，得出结果：对照组肾
内科患者的疗效不如研究组肾内科患者的疗效，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以发现，在肾内科住院患者的治
疗中应用抗菌药物得到的疗效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正如在其他科室临床治疗中应用抗菌药物一样，
倘若无指征应用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使用剂量不合理，使用
时间不合理，或抗菌药物和其他药物联合应用不合理等，则
会大大增加抗菌药物应用后副作用的出现概率，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倘若抗菌药物在肾内科住院患者临床治疗中不合理
应用，则不仅仅会影响患者的肾脏，且会由此使患者的病情
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甚至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病情，增加
患者的痛苦，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 [7-

9]。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抗菌药物在肾内科住院患者临床治疗
中的作用，要合理应用抗菌药物，能不使用抗菌药物，就尽量
不使用抗菌药物，如若必须使用，要严格把控抗菌药物的适
应证，要合理把控抗菌药物的使用时间和使用剂量，尽可能
不要长时间以同一种抗菌药物进行治疗，以免增加患者的抗
药性，损伤患者的肾脏而使患者的病情加重 [10]。

综上所述，抗菌药物应用在肾内科住院患者的临床治疗
中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但是要注意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严防
因不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给肾内科住院患者带来不利的影响。

·临床研究·

(下转第40页)



World Latest Medic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Version) 2018 Vo1.18 No.64 40

投稿邮箱 ：sjzxyx88@126.com

应对其实施宫腔镜检查，检查是否并发子宫内膜息肉。
此 次 研 究 数 据 显 示，未 助 孕 组 中，子 宫 内 膜 息 肉 组 的

妊 娠 成 功 率（48.21%）和 正 常 宫 腔 组 患 者（36.00%）无 显
著 区 别，但 助 孕 失 败 组 中，子 宫 内 膜 息 肉 组 的 妊 娠 成 功 率

（40.63%）相比正常宫腔组患者（17.65%）明显更高，该结果
和较多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这提示子宫内膜息肉是导致不孕
患者助孕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子宫内膜息肉不孕患者的
妊娠率，应尽早对其实施有效检查，并尽早接受手术治疗。

综上所得，子宫内膜息肉是导致不孕的主要因素，为提
高妊娠成功率，应尽早对不孕患者实施宫腔镜检查，便于尽
早发现子宫内膜息肉，从而尽早接受摘除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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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已无法满足治疗需要。而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对患者的创
伤小、痛苦少，操作起来较为简便易行，且透析效果好 [8]，是长
期血透患者置管最理想的选择。目前，中心静脉置管技术正
快速发展，人们对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的诊断及发生机制
不断进行研究，提出新的理论和预防管理措施，但存在的问
题仍有争议，如置管部位、置管时间等，多项相关研究都属于
单纯调查，在可信度方面较为欠缺，均需要进一步研究。护
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还应继续学习中心静脉导管的新知识、
新理论。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多进行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的
研究，以探索对中心静脉导管感染起到预防和控制作用的有
效措施，进而使患者承受的痛苦减少，医疗费用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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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后的感染发生率，减少术后感染给患者带来的影响，要
进一步针对相关感染影响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对
术后感染加以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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