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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 
背景 

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AMR）危害人類健康和醫療保健服務的未來，被認為是

全球健康和人類發展的最大威脅之一。近來全球健康和發展的許多成就受到

AMR 的挑戰，包括：全民健康覆蓋的進展；強大且具復原力的衛生系統建置；

減少傳染病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優質、安全和有效的藥物；及個人衛生、安全

用水和環境衛生。 

 

在世界各地，細菌、寄生蟲、病毒和真菌對於抗微生物製劑的抗藥性越來越強 

。導致抗菌藥物變得無效且體內感染持續存在，增加了傳播給其他人和群體的

風險。AMR 隨著時間自然發生，但由於許多因素而加速，主要是人類和動物錯

誤使用和過度使用抗菌藥物。人口增長、易感人群變化、都市化過度擁擠、環

境改變、戰爭和社會混亂、感染控制、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不良、食品工業發

生變化，以及全球貿易和旅遊增加，促進了抗藥病原體的傳播。導致常見於醫

療照護相關及社區感染的病原體（如大腸桿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

菌，屎腸球菌，鮑氏不動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及嚴重感染(例如結核病，瘧

疾和愛滋病等)，其新的抗藥性機制以驚人的速度出現。 

 

對所有類別的抗微生物製劑產生抗藥性，將導致幾乎沒有可用於治療常見和嚴

重感染的選擇方案，並且“最後一線”抗菌藥物通常更具毒性、更昂貴且效果

更差。AMR 的後果包括延長疾病、需要更長時間和更多重症照護、增加罹病率

及可預防的死亡、抗藥性微生物的傳播以及高昂的醫療照護成本。如果沒有有

效的抗微生物製劑，化學療法和手術等醫療程序將面臨很高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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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和其他健康照護人員在保護抗微生物藥物的效力方面扮演至關重要的

角色。護理人員在病人照護及跨專業溝通上扮演核心角色，且在致力降低抗微

生物製劑抗藥性及發揮抗生素管理計劃（ASP）的功能上居於關鍵地位。護理

人員評估和診斷感染，給予抗菌藥物，並可能開立抗菌藥物處方，監測治療結

果並報告副作用，提供疫苗接種，並教育病人、家屬和社區。 

 
國際護理協會立場和建議 

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非常關注全球日益增加的抗微

生物製劑抗藥性之程度，並認同迫切需要採取多部門合作行動來遏止 AMR 的

升高及預防進一步發展。 

作為全球護理之聲，ICN 建議： 

• 強烈支持聯合國大會通過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高階會議中提出政治宣言之決 

   議，包括承諾在國家、區域和全球各階層展開工作，發展多部門國家行動計 

   劃、方案和政策倡議。 

• 堅信個人、家庭、社區和民眾的健康必須是預防和消除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 

   行動的核心。 

• 呼籲藉由護理人員、消費者、醫師，藥師，微生物學家和獸醫，以及環境和  

   農業部門的全面合作，全方位、協調性和持續地努力減少全球 AMR。 

• 全力支持護理人員在打擊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活動中的領導角色，包括參與  

發展以實證為基礎的醫療保健機構抗生素管理計劃（ASP），領導感染預防

和控制（IPC）團隊及行動，並協助跨專業團隊運用 IPC 原則和最佳實務。 

• 敦促所有參與 ASP 的跨專業團隊成員認同護理人員在這些方案中的現存角  

   色，以便在 ASP 指引中充分認可護理的角色。 

 

 

 

mailto:icn@icn.ch
http://www.icn.ch/


ICN • CIE • CII 
3, place Jean-Marteau, 1201 Geneva - Switzerland - Tel.: +41 22 908 01 00 

Fax: +41 22 908 01 01 - e-mail: icn@icn.ch - web: www.icn.ch 

 

 

國際護理協會鼓勵全國性護理學會和他們的政府合作： 

•提升覺察意識和傳播訊息，以改善公眾對抗菌藥物抗藥性及其對人類健康和 

  發展的影響之瞭解。 

•確保護理人員和護理組織是發展和實施預防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國家行動計 

  劃中的一份子。 

•遊說消除於食品中任意使用抗微生物製劑—畜牧業、植物農業和工業環境， 

  並根據國際公認標準，針對這些領域在抗微生物製劑的使用，發展國家指 

  引。 

•遊說政府發展和強化國家 AMR 監控系統，監測抗藥性的程度和原因，以支 

  持具實證基礎的決策，並提供新藥開發的訊息和診斷。確保護理人員在監督 

  、監測和稽核活動中發揮核心角色。 

•倡議改善基本的抗微生物製劑及疫苗之取得和分配，給供應不足或供應不當 

  的族群。 

•與教育提供者合作，在養成教育和在職教育的核心課程中納入有關 IPC 和 

  AMR 的教學，包括抗菌藥物管理。 

•藉由促進確保國家實務標準，及協助該領域的專業發展，以支持專門從事 

  IPC 的護理人員。 

•遊說政府負責監管，以確保只有品質有保證、安全、有效且價格合理的抗微 

  生物製劑才能獲得許可、分銷和販售。 

 

國際護理協會呼籲護理人員們在他們擔任臨床工作者、教育者、研究人員、政

策影響者或管理階層角色中，要： 

•確認抗菌藥物管理已經納入日常工作，且這些行動已經融入並支持 ASP。 

•教育病人及其家屬有關 AMR 的決定因素和預防措施，例如：遵從治療、適 

  當使用抗微生物製劑和預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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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跨專業團隊合作，以確保適當使用抗微生物製劑，包括：藥物選擇、劑 

  量、持續時間、給藥和治療結果。 

•在醫療照護機構，支持並加強 IPC 政策和實務，以預防和控制與醫療照護 

  相關的感染；教育病人和家屬如何預防家庭和社區感染。 

•改善疫苗接種率，作為降低 AMR 風險的手段—提供病人和家屬關於疫苗接 

  種對健康結果的益處和重要性之具實證依據、準確和不偏頗的資訊。 

•開立抗微生物製劑處方時，遵循國家處方指引中最合適的藥物、最短且有效 

  的劑量、和最合適的給藥途徑。 

 

 
2004 年通過，2017 年審閱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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