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误区】
概念模糊市民大多

凭感觉用药

“什么是安全用药？ 药盒上
不是写着吗， 按说明吃就该没问
题吧！” 采访中， 很多市民并不
了 解 安 全 用 药 的 概 念 ， 他 们
普 遍 认为 ， 只要看药品说明吃
就可以。

很多市民向记者反映， 因为
所有药物中都有药物说明书， 所
以医生都不再另作医嘱， 只是简
单地叮嘱患者按照药物说明用药
就行。 但是问题来了， 药物说明
书是普遍性的， 并不完全针对个
例患者， 面对这种情况， 患者应
该如何安全用药呢？

记者发现， 有的药物说明书
上标注的很详细， 不同年龄、 不
同病症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服用剂
量， 但大多数药品说明书上只标
注了每日、 每次的剂量， 不分病
症程度。

甚至有的药物说明书上标注
的服用剂量很含糊。 43岁的赵华
拿着一盒还没吃完的药对记者
说：“这是我上次生病吃的药，说
明上写着每天两次， 一次两到四
片。 ”对于“两到四片”的表述赵华
表示很模糊。 “说实话，我并不完
全清楚到底该吃多少。 如果自己
感觉病情较重，就吃四片，特别是
首次用药，我都习惯加量服用，觉
得这样药效会好一点， 等到病情
有所好转了，就改吃两片，慢慢减
少用量，直至停药。 ”

像赵华这样凭感觉用药的患
者还有很多， 他们并不能完全理
解药物的服用方法。

“每次生病， 医生开的药我
几乎没有吃完过， 只要病症稍微
好一点， 我就会停药。” 市民李
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有的
时候， 医生明明叮嘱药物要分饭
前和饭后不同时段服用， 但因为
种种原因 ， 他总不能按要求服
药。 对此， 他也并不在意。 “饭
前、 饭后之间也就半个多小时，
反正都是要到肚子里的， 早一会
或晚一会应该没有太大差别。”

抱有李涛这种想法的市民并
不少见， 他们并不在意服药是否
科学， 仅仅认为把药吃进肚子里
就万事大吉了。 而对于是否了解

药物的性质、 特点、 适应症、 不
良反应等内容 ， 更是一问三不
知。

症状较轻者常常自
己 “对症下药”

现在， 很多市民习惯到药店
买药， 自己给自己 “对症下药”。

“现在的人多少都会掌握一
些医学常识 ， 所以有点感冒咳
嗽， 就自己到药店买点常用药。”
28岁的吴燕就是这样的人， 她告
诉记者， 因为工作忙， 她很少因
些小病就去医院就诊， 大多数用
自己买回的常用药就能治疗了。

在吴燕家中， 记者发现， 她
的小药箱里装满了治疗感冒、 发
烧、 咳嗽等病状的药品， “这些

药， 都是我上次感冒自己到药店
买的 ， 吃了两三天 ， 觉得好转
了， 就自己停药了。” 很多剩下
半盒的药品堆放在一起， 翻看吴
燕的小药箱记者发现， 很多药品
的具体说明书已经没有了， 而吴
燕也只是隐约记得那是治疗咳嗽
的药。

此外， 药箱里还有一些马上
就要过期的药品， 但吴燕一直没
有注意。 “我从来没看过药品的
保质期， 很多药不吃了， 或者想
不起是治疗什么病的， 就被我扔
掉了。” 对于自己这样的用药方
式吴燕笑着说： “都是些小病，
应该没太大问题 ， 如果病情严
重， 我一定会就医的。”

相对于吴燕的漫不经心， 职
工王鑫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次因为吃错药
而引发病情加重的经历。 “去年
春天， 我连续几天觉得身体不舒
服， 一直以为自己得了感冒， 没
当回事， 直到特别难受了， 才自
己买了几片感冒药吃。”

王鑫回忆， 病症持续了将近
一周的时间还是没有好转， 反而
有加重的迹象。 “咳嗽、 发烧等
病状让我一度无法起床。” 王鑫
介绍， 后来他在朋友的陪伴下，
前往医院就诊才发现， 原来自己
患的根本就不是感冒， 病情也比
感冒严重的多。 “医生说， 幸好

来的还算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至今王鑫还觉得后怕。

王鑫一边讲述自己的经历 ，
一边感慨地说： “平时， 还觉得
自己挺有医学常识的， 可是毕竟
大多数人都是非专业的， 生病用
药这个事情， 还是得听医生的，
才能确保安全用药。”

【保障】
多环节把关提升药

品安全

为了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促
进公众身体健康， 2011年以来 ，
我国每年都会举行 “全国安全用
药月 ” 主题宣传活动 。 当然 ，
要做到安全用药绝不仅仅是消费
者 一 方 提 高 认 识 的 事 ， 还 需
要 监 管部门严把药品上市关 ，
生产经营企业严把质量关， 医疗
机构严把处方关， 零售药店严把
销售关。

一组数字足以证明这些环节
的重要性。 据了解， 在我国药品
约80%是在医疗机构中销售。 而
统计显示， 我国有40多万家零售
药店， 销售额占全部药品的20%
左右 。 而为这些环节把关的时
候， 近年来， 我国围绕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开展不少相关工作。 这
其中包括， 开展药品和医疗器械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 加强临床数据的核
查、 建设全品种、 全链条的药品
追溯体系。

具体说， 要做的还有很多 。
比如， 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必须严
格遵循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
织生产， 严格遵守监管部门核准
的配方和工艺。 要落实上市药品
不良反应信息监测、 搜集和上报
的主体责任， 对存在风险隐患的
药品及时采取停售停用、 主动召
回等措施。

药品经营企业要严格按照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加强供应链
管理， 确保进货、 验收、 检验、
运输、 储存、 销售各环节规范操
作。 要改革药品流通体制， 鼓励
药品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和零售
药店的直接交易 ， 发展分销配
送、 连锁经营。

【提示】
用药讲究多还需遵医嘱

“在平时的工作中 ， 我也发
现不少患者在用要上都存在着认
识上的误区， 可以说很不科学。”
北京电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牛向
平举例说明， “比如， 有的人会
将保健品当做药品来服用。 还有
的人用药不当， 或者存在过度治
疗等现象。”

对于安全用药 ， 牛向平提
示 ， 人们要建立科学的用药习
惯 、 学会了解药盒上的各种标
志。 “首先需要提示的是， 我们
要注意药品外包装上都会有批准
文号。 比如， 保健用品是标有一
个 ‘ 健 ’ 字 ， 中 药 是 标 字 母
‘z’， 化学药品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西药则标的是 ‘h’。 凡是药品
都是有国药准字这个标志的， 没
有这个标志要不然不是药品或者
是假药。”

不少人遇到感冒的症状时 ，
就会狂吃抗生素。 对此， 牛向平
表示， 这也是不科学用药的一种
表现。 “出现感冒， 并不代表会
有 炎 症 ， 有 时 是 病 毒 感 染 导
致的感冒。 所以， 不要滥用抗菌
药物 。”

此外， 在用药剂量、 吃药时
间、 药物储存上牛向平也做了不
少提示。 “需要指出的是， 成人
药不要滥用到小孩身上。 还有不
少老人中存在着重复用药的现
象， 在专业上我们叫做不合理联
合用药。 比如， 感冒时有人会吃
同类型的药很多种， 这很容易导
致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于吃药的时间 ， 不少人
在饭前、 饭后这些字眼上也存在
误区。” 牛向平介绍， “在时辰
药理学上 ， 饭前是指饭前半小
时， 除非标注饭后立即服用， 否
则都是指半小时后。 如果不按正
确时间， 会导致药物起效不好。
吃药尽量用清水， 有人会用茶送
药。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做法， 茶
水有茶碱成份， 会促使药物瞬间
释放药性 ， 换句话说是很快失
效。 还有一个小窍门可以推荐给
大家， 有的人吃药时总是送不下
去， 其实胶囊低头送服更容易，
药片则是仰头送服。”

关于药物储存， 牛向平还是
强调要注意说明书上文字。 “比
如， 要注意室温、 阴凉这些字。
还有有效期也很关键， 这里要区
分几个文字的意思。 如果有效期
没有具体的日， 则是指到相应的
月底 。 再有比如失效期标注的
是 3月 ， 则是指有效期到上一
个 月 底 。 还 有 一 定 要 将 外 包
装 还 有 的 说 明 书 读 完 。 不 良
反 应 、 注 意 事 项 、 禁 忌 这 些
都要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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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18日， 在2016年
“全国安全用药月” 启动仪
式暨第一届中国药品安全论
坛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局长毕井泉表示， 保
障用药安全需要监管部门、
药品生产企业、 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 公众以及媒体的
共同参与。 安全用药就是根
据患者个人的基因、 病情等
做全面情况的检测， 准确的
选择药物， 同时以适当的方
法、 适当的剂量、 适当的时
间准确用药。 注意该药物的
禁忌、 不良反应、 相互作用
等。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不
少人对于用药还存在着各种
误区， 对此， 专家提示用药
需谨慎， 还要遵医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