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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T/CAME 55-2023 《基层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设备配置标准》包括三个部分：

—村卫生室；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与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北京倍肯恒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北京协和医院、

武汉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普施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康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柳州康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斯马特科技有限公司、基蛋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美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宇、卢洪洲、姚世平、刘杰、曲芬、徐英春、林丽开、鲁炳怀、张亚同、

李继红、马越云、林长青、余波、王强、翟留伟、吴凡、冉鹏、苏恩本、乌月恒、李松、杨小宝、殷

国文、董江华、秦军芳、伍成其、徐泽江、郭孜颖、李鹏、程晓芳、苏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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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3年2月13日，国家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意见明确要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县域统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2023年2月

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

的意见》，提出“把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为了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

补强基层设备配置，提高基层抗菌药物管理和合理应用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特制定本文

件。



T/CAME 55-2023

1

基层医疗机构抗菌药物

合理应用设备配置标准 村卫生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医疗机构中村卫生室的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总体要求和设备配置。

本标准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中的村卫生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2576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要求

GB/T 29790-2020 即时检验质量和能力的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790-2020中界定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村卫生室 village clinics

一个村级单位的医疗机构。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的基础。

3.2

抗菌药物 antibacterial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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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抑菌和(或)杀菌活性、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包括各类抗生素及人工合成的抗菌

药物，主要分为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四环素类、氟喹诺

酮类等类别。

3.3

即时检验 point-of-care-testing; POCT

在患者附近或其所在地进行的、其结果可能导致患者的处置发生改变的检验。

[来源：GB/T 29790-2020 即时检验质量和能力的要求]

4 总体要求

4.1村卫生室使用抗菌药物应遵循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

4.2村卫生室应在可识别和初步诊断的疾病中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病种明细表见附录 A。

4.3 村卫生室应完成相关的检测项目，结合临床初步判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方可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4.4 村卫生室应当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公布的药品通用名称购进抗菌药物，且只能选用

基本药物（包括各省区市增补品种）中的抗菌药物品种。

4.5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应定期参加医务人员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相关知识的培训及考核。

5 设备配置

5.1 村卫生室应配备完成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检测项目所需的设备，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检测项

目及参考指标表见附录 B。

5.2 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设备配置分为 A、B、C 三档，C档为村卫生室基本配置，B档、A档是

提高村卫生室业务能力的增强配置。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设备配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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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设备配置表

级别 A 档 B 档 C 档

设 备

血细胞分析仪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尿液分析仪

体温计/动态体温计

白细胞分析仪（POCT）

免疫分析仪（POCT）

尿液分析仪（POCT）

体温计/动态体温计

白细胞分析仪（POCT）

体温计/动态体温计

检测项目

白细胞计数（WBC）

白细胞分类计数

C 反应蛋白（CRP）

降钙素原（PCT）

尿亚硝酸盐(NIT)

尿白细胞酯酶(LEU)

白细胞计数（WBC）

C 反应蛋白（CRP）

尿亚硝酸盐(NIT)

尿白细胞酯酶(LEU)

白细胞计数（W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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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村卫生室识别和初步诊治病种明细表

村卫生室识别和初步诊治病种明细表见表 A.1。

表 A.1 村卫生室识别和初步诊治病种明细表

序号 病种分类 序号 病种分类 序号 病种分类

1 肠道感染(A08.500) 28
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I80.303)

55 便秘(K59.000)

2 胃肠炎(A09.901) 29 痔(I84.900) 56 功能性肠疾患(K59.900)

3 结肠炎(A09.902) 30 急性鼻咽炎(J00.x00) 57 肛裂(K60.200)

4 感染性腹泻(A09.004) 31 急性鼻窦炎(J01.900) 58 肛周脓肿(K61.001)

5 婴儿腹泻(A09.903) 32 急性咽炎(J02.900) 59 肝炎(K75.901)

6 带状疱疹(B02.900) 33 急性扁桃体炎(J03.900) 60 胆囊炎(K81.900)

7 手足口病(B08.401) 34 急性气管炎(J04.100) 61 急性胰腺炎(K85.900)

8
疱疹性咽颊炎
(B08.501)

35 急性咽喉炎(J06.000) 62 消化道出血(K92.210)

9 贫血(D64.900) 36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J06.900)

63 皮炎(L30.900)

10 甲状腺结节(E04.101) 37 肺炎(J18.900) 64 毛囊疾患(L73.900)

11
单纯性甲状腺囊肿
(E04.102)

38 支气管炎(J40.x00) 65 痱子(L74.001)

12 糖尿病(E14.900) 39 肺气肿(J43.900) 66 关节炎(M13.900)

13 低血糖(E16.100) 40
慢性阻塞性肺病
(J44.900)

67 腰椎间盘突出(M51.202)

14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E20.900)
41 肺部感染(J98.414) 68 腰肌劳损(M54.505)

15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E21.300)
42 龋(牙)(K02.900) 69 肩周炎(M75.001)

16 高脂血症(E78.500) 43 急性牙周炎(K05.200) 70 泌尿系统结石(N20.900)

17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G45.900)
44 牙周脓肿(K05.201) 71 泌尿系统感染(N39.000)

18 偏头痛(G94.900) 45 慢性牙周炎(K05.300) 72 前列腺增生(N40.x00)

19 结膜炎(H10.900) 46 口腔黏膜溃疡(K12.109) 73 女性盆腔炎(N73.902)

20 中耳炎(H66.900) 47 口腔炎(K12.112) 74 急性阴道炎(N76.000)

21 眩晕综合征(H81.901) 48 消化性溃疡(K27.901) 75 鼻出血(R04.000)

22 高血压病(I10.x00) 49 胃炎(K29.700) 76 头部外伤(S09.900)

23
急性心肌梗死
(I21.900)

50 消化不良(K30.x00) 77 腹痛(R10.400)

2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I25.103)

51 阑尾炎(K37.x00) 78 头皮浅表损伤(S00.000)

25 脑卒中(I64.x00) 52 腹股沟疝(K40.900) 79 骨折(T14.200)

26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I27.900)

53 急性胃肠炎(K52.905) 开展目录外的其他病种

27 心律失常(I49.900) 54 慢性胃肠炎(K52.909)

注：资料来源于《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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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检测项目及参考指标表

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检测项目及参考指标见表 B.1。

表 B.1 村卫生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检测项目及参考指标表

检测项目 参考指标

体温 ≥38℃

白细胞计数(WBC) WBC（成人）≥10.0×109/L

白细胞分类计数：

成熟中性粒细胞（成人）
成熟中性粒细胞（成人）≥75%

C-反应蛋白(CRP) CRP≥10mg/L

降钙素原(PCT) PCT≥2.0ng/mL

尿亚硝酸盐(NIT)和/或尿白细胞酯酶(LEU) 阳性

清洁中段尿离心沉渣白细胞数/或未离心尿液白

细胞数

清洁中段尿离心沉渣白细胞数≥10 个/HP/或未离

心尿液白细胞数≥3 个/HP

注：儿童白细胞计数与成熟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见WS/T 779—2021《儿童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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