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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沙星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曹 颖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摘要】目的 研究莫西沙星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方法 抽取我院于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收治的 58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按照所有患者进行分配，将其分为普通组（29 例）与指导组（29 例）。最

后对其患者治疗效果情况、不良并发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经分析，指导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为（20.83%）

明显低于普通组患者为（54.16%），故有对比意义（P＜0.05）。指导组患者治疗效果情况有显著改善，数据对比

在统计学上具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 莫西沙星在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方面具有使用简便、无需进行皮肤

测试、一次性给药以及相对较高安全性等多项优势。因此，国内外权威的治疗指南都强烈推荐使用莫西沙星作为

治疗所有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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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moxifloxacin in the treatment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Ying Cao 

Zhangjiawa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xifloxacin in the treatment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Method: A total of 58 patien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nd allocated into a control group (29 cases) and a guidance 
group (29 case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all patients. Finally,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adverse complications of the patients. Result: After analysi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guidance group (20.8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4.16%), 
indicating a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P<0.05).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guidance group patient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data comparison show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oxifloxacin has 
multiple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cluding ease of use, no need for skin 
testing, one-time administration, and relatively high safety. Therefore, authoritative treatment guidelin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trongly recommend the use of moxifloxacin as the preferred medic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ll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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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沙星是 8-甲氧基氟喹诺酮系列的抗菌药物，

具有广泛活性和杀菌效果。临床主要用于治疗由多种

致病菌引起感染及各种严重疾病。这是属于喹诺酮类

的第四代抗菌药物。对需氧和厌氧细菌有良好抗菌活

性[1]。在体外实验中发现该物质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

性菌、厌氧菌、抗酸菌以及非典型病原体，如支原体、

衣原体和军团菌，都展现出广泛抗菌效果，而动物试验

进一步证实其在体内高活性。该药物主要用于治疗上

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同时也适用于治疗

腹腔感染以及皮肤和软组织的感染[2]。近年来临床广泛

应用于多种细菌引起急性或慢性呼吸系统感染，尤其

在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方面，已获得显著的治疗效果
[3]。目前国内外对莫西沙星已进行广泛研究并广泛应用

于临床。这篇文章对我院使用莫西沙星来治疗社区获

得性肺炎情况进行回顾性总结，并在此进行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于 2023 年 2 月-2024 年 2 月收治的 5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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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按照所有患者进行分配，将其分

为普通组（29 例）与指导组（29 例）。普通组:男性患

者 14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平均年龄(38.15 土 11.81)岁;
指导组: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16 例;平均年龄

（37.57±13.16)岁;两组患者资料无明显差异，因此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指导组每天接受莫西沙星针剂 0.4g 的静脉滴注一

次。在普通组中，五水头孢唑啉以 2.0 的浓度溶解在

100mL 的生理盐水中，并每天静脉滴注 2 次，而左氧

氟沙星以 0.2 的浓度溶解在 250mL 的生理盐水中，每

天静脉滴注 1 次。观察两组患者体温变化情况并进行

统计学分析。 
1.3 观察指标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分级标准》，治疗效果综合评估可以被划分为四个等

级：1.痊愈：即症状、体征、实验室测试和病原学测试

都已恢复到正常状态；或两项以上恢复。2.显著：疾病

状况有明显改善，但仍有一项没有完全回复到正常状

态；3.良好：虽然病情有所改善，但变化并不显著；4.
无效：经过 72 小时的药物治疗后，患者的病情没有明

显的改善或者出现加重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3.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

±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χ2 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经分析，指导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为（20.83%）

明显低于普通组患者为（54.16%），故有对比意义（P
＜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中

分析发现显示，指导组患者治疗效果情况有显著改善，

且两组数据对比在统计学上具有明显差异（P＜0.05）。
详见表 2： 

表 1  两组食管癌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头晕失眠 胃肠道反应 皮疹 静脉炎 并发症发生率（%） 

指导组 29 1（3.44%） 2（6.89%） 1（3.44%） 1（3.44%） 17.24%（5） 

普通组 29 5（17.24%） 3（10.34%） 4（13.79%） 2（6.89%） 48.27%（14） 

χ2 - - - - - 6.340 

P - - - - - 0.01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著 良好 无效（%） 疗效率 

指导组 29 12（41.37%） 8（27.58%） 6（20.68%） 6（10.34%） 26（89.65%） 

普通组 29 8（27.58%） 7（24.13%） 4（13.79%） 10（34.48%） 19（65.51%） 

χ2 - - - - - 4.858 

P - - - - - 0.028 

3 讨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指的是那些在医院之外感染的肺

实质炎症，这包括那些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

并在患者入院后的潜伏期内出现症状的肺炎。社区获

得性肺炎是一种由感染引起的疾病，它是一种普遍存

在且高发的疾病[4]。近几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构

成经历显著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宿主免疫功能逐渐减

弱、病原体对药物的耐药性增强，以及医学检测技术的

不断更新和进步[5]。肺炎支原体是最常见的病原体，其

后分别是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衣原体、肺

炎克雷伯菌、嗜肺军团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上主

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及肺部啰音等症状。有 11.5%的病

患出现了由两种或更多病原体引起混合感染，其中细

菌与非典型病原体的混合感染是最常见的[6]。目前临床

上应用最多的抗菌药物为氨基糖苷类和大环类药物，

其次是喹诺酮类和四联用药等，显然，非典型的病原体

在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7]。因此，

临床医生应加强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知识，提高患者免

疫力，减少细菌耐药性。 
莫西沙星片是一种新一代的氟喹诺酮类广谱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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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其药物化学结构的变化显著提升老药的抗菌能力，

并扩大药物抗菌范围。具有杀菌力强，疗效好，毒副作

用小的特点。目前，它对革兰氏阴性球菌、革兰氏阳性

球菌、厌氧菌这些非典型病原体以及抗酸菌都展现出

了明显的效果[8]。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各类感染性疾病及

各种急慢性感染，疗效肯定，且毒副作用少，患者依从

性好。该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下降，同时其安全

性和耐受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临床上常用于敏感菌

株引起的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性疾

病以及泌尿道感染等[9]。因此，莫西沙星片被认为是治

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合适选择。此外，口服方式简便，

能够增强患者对药物的依从性，并减轻通过静脉途径

给药所带来的不适。由于目前尚无特殊抗菌药物用于

预防医院内及外环境中各种感染性疾患[10]。不论是哪

种常见的细菌感染，采用口服莫西沙星的治疗方式都

能获得相当不错临床疗效。因此，在常规抗感染基础上

加用莫西沙星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选择方案。

自从这种药物开始在临床上使用，至今还没有出现任

何严重的不良事件报告。因此，莫西沙星在社区获得性

肺部感染中具有良好疗效及安全性。从经济的视角看，

与其他抗菌药物相比，使用莫西沙星来治疗社区获得

性肺炎的费用明显降低。因此，莫西沙星被认为是治疗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最佳选择，并被视为社区获得性肺

炎的首选治疗药物。 
综合考虑，莫西沙星在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方面

具有使用简便、无需进行皮肤测试、一次性给药以及相

对较高安全性等多项优势。因此，国内外权威的治疗指

南都强烈推荐使用莫西沙星作为治疗所有社区获得性

肺炎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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