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動計畫（2016-2020年） 

 

為加強抗菌藥物管理，遏制細菌耐藥，維護人民群眾健康，促進

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制定本行動計畫。  

一、前言  

  中國是抗菌藥物的生產和使用大國。抗菌藥物廣泛應用於

醫療衛生、農業養殖領域，在治療感染性疾病挽救患者生命、防

治動物疫病提高養殖效益以及保障公共衛生安全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但是，由於新型抗菌藥物研發能力不足、藥店無處方銷

售抗菌藥物、醫療和養殖領域不合理應用抗菌藥物、製藥企業

廢棄物排放不達標、群眾合理用藥意識不高等多種因素，細菌

耐藥問題日益突出。細菌耐藥最終影響人類健康，但造成細菌

耐藥的因素及其後果卻超越了衛生領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生

物安全威脅加大、環境污染加劇、經濟發展制約等不利影響，迫

切需要加強多部門多領域協同謀劃、共同應對。  

二、工作目標  

  從國家層面實施綜合治理策略和措施，對抗菌藥物的研發、

生產、流通、應用、環境保護等各個環節加強監管，加強宣傳教

育和國際交流合作，應對細菌耐藥帶來的風險挑戰。到 2020年：  



（一）爭取研發上市全新抗菌藥物 1-2 個，新型診斷儀器設備

和試劑 5-10項。  

（二）零售藥店憑處方銷售抗菌藥物的比例基本達到全覆蓋。

省（區、市）憑獸醫處方銷售抗菌藥物的比例達到 50%。  

（三）健全醫療機構、動物源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網

路；建設細菌耐藥參比實驗室和菌種中心；建立醫療、養殖領域

的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控制評價體系。  

（四）全國二級以上醫院基本建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機制；

醫療機構主要耐藥菌增長率得到有效控制。  

（五）人獸共用抗菌藥物或易產生交叉耐藥性的抗菌藥物作為

動物促生長應用逐步退出；動物源主要耐藥菌增長率得到有效

控制。  

（六）對全國醫務人員、養殖一線獸醫和養殖業從業人員完成

抗菌藥物合理應用培訓；全面實施中小學抗菌藥物合理應用科

普教育；開展抗菌藥物合理應用宣傳周。  

三、主要措施  

（一）發揮聯防聯控優勢，履行部門職責。  

  發展改革部門促進抗菌藥物研發和產業化；科技部門通過

相關科技計畫（專項、基金等）統籌支持抗菌藥物和細菌耐藥研



究；財政部門安排細菌耐藥控制相關經費，加強資金管理和監

督；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加強抗菌藥物的審批、生產、流通管理，

重點加強零售藥店憑處方銷售抗菌藥物管理；工業和資訊化部

門完善醫藥產業政策，促進抗菌藥物綠色生產和相關成果的產

業化；衛生計生部門負責加強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做好遏

制細菌耐藥工作的組織協調和督促落實，中醫藥管理部門、軍

隊衛生部門分別做好中醫醫療機構、軍隊醫療機構的抗菌藥物

臨床應用管理；農業部門加強獸用抗菌藥物生產、經營、使用環

節監管，減少動物源細菌耐藥；國土資源部門加強土壤環境抗

菌藥物監測能力建設；環境保護部門加強抗菌藥物環境污染防

治工作，加強抗菌藥物環境執法和環境監測能力建設，加快抗

菌藥物污染物指標評價體系建設；教育部門將抗菌藥物合理應

用相關知識納入中小學健康教育內容並落實；文化部門、新聞

出版廣電部門通過廣播、電視等主要媒體向公眾廣泛宣傳抗菌

藥物合理應用知識。  

（二）加大抗菌藥物相關研發力度。  

  1.鼓勵開展細菌耐藥分子流行病學和耐藥機制研究。及時

掌握中國不同地區、人群、醫療機構、動物等細菌耐藥發展趨勢、

傳播與差別，加大基礎研究力度，闡釋細菌致病和耐藥機制，為



制訂耐藥控制策略與研究開發新藥物新技術提供科學資料。  

  2.支援新型抗感染藥物、儀器設備和疫苗的研發。加強細

菌耐藥防控科技部署，支持新型抗感染藥物研發，特別是具有

不同作用機制與分子結構的創新藥物研發；支援耐藥菌感染快

速診斷技術的研發，特別是快速鑒別細菌感染與非細菌感染的

技術設備、耐藥菌快速檢測儀器設備以及基層醫療機構應用微

生物檢測儀器設備的研發；支援相關疫苗研發。推動動物專用

抗菌藥物和可替代抗菌藥物的動物疾病預防與促生長產品研究

與開發。  

  3.支持耐藥菌感染診斷、治療與控制研究。包括新的治療

方案、優化劑量、耐藥菌感染治療策略以及臨床少用抗菌藥物

的再評價等，提高臨床治療感染性疾病的能力水準。  

  4.開展抗菌藥物環境污染控制研究，進行抗菌藥物污染治

理技術、抗菌藥物在水環境和土壤中的去除以及修復技術等研

究。  

（三）加強抗菌藥物供應保障管理。  

  1.完善抗菌藥物註冊管理制度。按照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

革要求，嚴格抗菌藥物的上市審批。依據政策對用於耐藥菌感

染相關創新藥物、儀器設備以及疫苗加快審評審批。研究建立



抗菌藥物環境危害性評估制度，在醫藥、獸藥、肥料註冊登記環

節，開展藥物的環境危害性評估。  

  2.加強抗菌藥物生產流通管理。加大對生產流通領域抗菌

藥物的監管力度，嚴格落實零售藥店憑處方銷售抗菌藥物，禁

止抗菌藥物網路銷售，打擊假冒偽劣抗菌藥物銷售。零售藥店

須做好處方存留備查工作，對以各種形式規避憑處方銷售抗菌

藥物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  

  3.推進抗菌藥物產業升級。完善醫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

發展新型抗菌藥物，支援抗菌藥物新品種產業化。推動抗菌藥

物生產企業兼併重組，鼓勵其採用新技術、新設備進行技術改

造，促進抗菌藥物綠色生產。  

（四）加強抗菌藥物應用和耐藥控制體系建設。  

  1.規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嚴格落實《藥品管理法》、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處方管理辦法》、《醫療機構藥事管

理規定》、《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醫院處方點評管

理規範（試行）》、《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等有關規定。

鼓勵建立多學科合作機制，由臨床科室、感染性疾病、臨床微生

物、藥學、醫院感染管理等多學科組成工作團隊，提升專業化管

理水準。繼續開展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細菌耐藥監測工作，適時



發佈監測報告，提高監測結果利用水準。加強醫務人員抗菌藥

物合理應用能力建設，重點加強基層醫務人員知識培訓。改善

醫療機構基礎環境，加強醫院感染管理。大力加強醫療機構資

訊化建設，將抗菌藥物管理要求通過資訊化手段予以體現，逐

步實現科學、高效管理，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耐藥控制機制。  

  2.加強獸用抗菌藥物監督管理。制訂獸用抗菌藥物安全使

用指導原則和管理辦法，及時修訂藥物飼料添加劑使用規範、

禁用藥清單。實施獸藥分類管理制度，推行憑獸醫處方銷售使

用獸用抗菌藥物管理。嚴格管理抗菌藥物原料藥的各種銷售管

道。實施動物健康養殖方式，加強養殖場所衛生管理，改善養殖

環境、加強飼養管理，維持動物健康狀態。加強藥物飼料添加劑

管理，減少亞治療濃度的預防性用藥，禁止人用重要抗菌藥物

在養殖業中應用。加大獸用抗菌藥物安全風險評估力度，加快

淘汰高風險品種。制訂人用、獸用抗菌藥物分類表，區分人用與

獸用抗菌藥物種類，並依據藥物的重要性、交叉耐藥和臨床應

用品種等情況確定應用級別。  

（五）完善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體系。  

  1.完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網路。在依託現

有機構基礎上，設立全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中



心，負責醫療機構抗菌藥物與耐藥監測，制訂監測標準和監測

方案，組織實施監測工作。進一步完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監測

網和細菌耐藥監測網，開展普遍監測、主動監測和目標監測工

作。監測面覆蓋三級、二級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監測對象涵蓋

住院和門診患者，獲得全面細菌耐藥流行病學資料。  

  2.建立健全養殖領域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網路。

在依託現有機構基礎上，設立全國獸用抗菌藥物應用和動物源

細菌耐藥監測中心，負責養殖領域抗菌藥物與耐藥監測，制訂

監測標準和監測方案，組織實施監測工作。建立完善獸用抗菌

藥物應用監測網和動物源細菌耐藥監測網，開展普遍監測、主

動監測和目標監測工作。監測面覆蓋不同領域、不同養殖方式、

不同品種的養殖場（戶）和有代表性的動物源性食品流通市場，

獲得動物源細菌耐藥流行病學資料。  

  3.建立醫療與養殖領域抗菌藥物合理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

網路的聯通機制，實現兩個領域的監測結果相互借鑒參考。建

立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為醫療與養殖領域加強抗菌藥

物應用管理提供依據。  

  4.建立細菌耐藥參比實驗室和生物標本庫。實驗室負責耐

藥菌的鑒別工作，建立標準耐藥研究與監測技術體系，收集保



存分離到的各種耐藥細菌，提供臨床與研究所需標準菌株。  

（六）提高專業人員細菌耐藥防控能力。  

  1.加強醫藥專業學生培養。鼓勵有條件的高等醫學院校在

臨床醫學專業、藥學專業開設合理用藥課程。鼓勵有條件的高

等農林院校在動物醫學專業開設動物感染性疾病治療相關課

程。  

  2.加強相關專業醫務人員培養。大力培養抗菌藥物合理應

用與耐藥控制人才，重點培養感染性疾病、臨床藥學、臨床微生

物等專業人才，並保證培養的數量滿足醫療機構需求。加強醫

務人員抗菌藥物合理應用與耐藥控制繼續教育，醫務人員每年

要完成一定課時的繼續教育培訓並考核通過。  

  3.加強養殖業與獸醫從業人員教育。培養壯大獸醫隊伍，

加強獸醫和養殖業從業人員抗菌藥物合理應用教育培訓。通過

開展定期或不定期培訓，促進相關制度規範的落實，提高獸用

抗菌藥物合理應用水準。  

（七）加強抗菌藥物環境污染防治。  

  從規劃及規劃環評角度嚴格抗菌製藥企業選址，同時新、

改、擴建抗菌製藥專案必須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加快

抗菌藥物污染物指標評價體系建設，就抗菌藥物環境污染問題



有針對性地加強環境執法以及水、土壤、固體廢物等抗菌藥物

監測技術方法和規範等能力建設。開展抗菌藥物可能的生態環

境影響相關科研工作，研究抗菌藥物環境污染的防治措施，推

動抗菌藥物廢棄物減量化。  

（八）加大公眾宣傳教育力度。  

  充分利用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互聯網、微博、微信等新

媒體，廣泛宣傳抗菌藥物合理應用知識，提高公眾對細菌耐藥

危機的認識。將合理應用抗菌藥物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文

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等支農惠農活動相結合，在基層文化

活動中增加抗菌藥物內容，減少不必要抗菌藥物應用。開展中

小學抗菌藥物合理應用與細菌耐藥科普教育與宣傳活動，從小

樹立抗菌藥物合理應用觀念。醫療機構加強對患者合理應用抗

菌藥物的教育指導，糾正自我抗菌藥物治療行為。定期開展抗

菌藥物合理應用宣傳周，每年與世界衛生組織同步開展宣傳活

動。  

（九）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等國際組織開展的相關工作，包括防控策略與技術

標準制訂、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人員培訓、專題研討



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展耐藥監測協作，控制耐藥菌跨地區

跨國界傳播。與國際社會分享相關耐藥監測結果與研究成果，

共同制訂具有國際危害耐藥菌的控制策略。與國際社會開展新

型耐藥控制技術與產品的研究與開發。積極支援需要幫助的國

家和地區開展耐藥控制活動。  

四、保障措施  

（一）加大保障力度。根據政府衛生投入政策、經濟社會發展水

準和細菌耐藥趨勢，加大對遏制細菌耐藥工作的投入，用於建

設耐藥控制相關設施、設備及人員培訓等，並將遏制細菌耐藥

任務完成情況和績效考核結果與財政補助掛鉤。  

（二）發揮專家力量。國家成立遏制細菌耐藥諮詢專家委員會。

諮詢專家委員會由醫學（基礎與臨床醫學、中醫學）、獸醫學（獸

藥）、微生物學、藥學、生物製藥、衛生管理、環境保護、流通

管理、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經濟學、教育、傳媒、資訊化建設

等專家組成，對抗菌藥物管理與耐藥控制工作提供諮詢意見和

政策建議。各地可以參照成立本地區的遏制細菌耐藥諮詢專家

委員會。  

（三）加強督導檢查。各地要根據本行動計畫要求，將工作目標

和任務措施分解到具體部門，落實工作責任。各地有關部門要



對地區年度工作情況進行檢查，重點是醫療衛生和農業養殖應

用抗菌藥物、零售藥店憑處方銷售等情況進行檢查，發現問題

依法處罰，確保行動計畫有效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