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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合理用药的现象有哪些

熊 娟
苍溪县中医医院 四川 广元 628400

摘 要：现阶段，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药知识也在不断地普及，人们对个人健康的关注度也在不断

提升，然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仍旧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此种情况下，自我医疗兴起，正确的家庭用

药能够为普通家庭节省一笔较高的费用，但是由于大多数人对医药卫生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入，导致家庭用药中存在安

全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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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合理用药的常见原因

1.1  不按医嘱或说明书的要求服药
病人应该按照医嘱及用药说明书的规定用药，但有

的病人在用药时，会根据主观上疾病轻重的判断，私自

减少剂量或改变用药频率，这样用药的方法是非常危险

的[1]。过多服药可能会造成某些预料以外的后果发生，但

过少用药则可能达不到药物作用或耽误病情。此外，不

少人单纯地把"一日三次"理解为跟随"一日三餐"服药，这
种做法其实是不科学的。较为合理的做法是，除了有特

殊服药要求的药品外，"一日三次"的药物可以每隔八小时
服用，"一日两次"的药品则可每隔十二个小时服药。

1.2  用药方式不当
不同药物的剂型与生化特性各不相同，在使用方法和

治疗时机方面，必然有着相应的区别。例如，泡腾片剂型

必须用水溶化，如此才能够达到最佳疗效;外服制剂一般不
能口服;缓控释制剂、胶囊药剂等应该直接吞服，而不能够
舌下含服和咀嚼;酵母片、维生素C等不稳定的水溶性成分
制剂一般不能用热水服用；而硝酸甘油、救心丸等药品则

应该含服，如此才能够发挥最大疗效。但通常，家庭服药

时间均较为随机，因此无法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方法服药，

从而导致疗效无法得到全面的充分发挥[2]。

1.3  用牛奶、咖啡、可乐、茶水等饮料服药
相信所有人都见过这样的情况:当小孩子不喜欢吃饭

或身上正好有以上所介绍的这几类食物后，并顺手拿来

用于服药。但其实，这一行为也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牛奶中的蛋白质、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乐饮中的古柯

碱、茶水中的鞣质等都可能会与一些药品中的成份产生

影响而达不到预想的疗效，甚至导致不良反应。因此，

在使用止泻药前不要食用牛奶。由于牛奶不但会减弱止

泻药的疗效，其内含的葡萄糖浓度元素还容易增加腹泻

反应。科学的经验是，当医务人员、药师或说明书没有

提到的送服方式下，一般以温开水口服最好。

1.4  用药前未认真阅读说明书
从实质上来看，药品作为一项特定产品，不管是在

制造中，或是在流通领域、应用中，都存在特定条件。

在特定条件和情况下应用，才能够保证药物安全性，发

挥药物效果[3]。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没有仔细查阅用药说

明书，往往仅仅知道药物用法用量和适应证，并未对有

效期限、不良反应、贮藏方式等情况进行注意。所以，

在日常使用时，误解使用现象时有发生，不但可能影响

疗效的充分发挥，而且会造成安全性隐患。

1.5  擅自改变药物剂型
一片药掰成两块、将胶囊拆开后直接服用的，这样

的用药方法应该对所有人都不会陌生。但其实，这并不

是正确的使用方式。药品剂型通常是综合多种考量而决

定的，并与疗效实现的部位与时机有较大的关联。特别

是涉及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肠溶胶囊等特殊剂型

时，由于破坏药品剂型会使疗效大幅度地降低，或者造

成胃肠道大出血等严重不良反应。因此病人在服药时，

应该咨询医生或药师是否可以更改剂型使用，或者认真

查看说明书以寻找有关信息[4]。

1.6  频繁更换药物及重复用药
有些人患病以后不喜欢去药店看病，反而会在药房

购买服用。病人更关注的是药品的效果。在自我治疗

中，病人对药物周期的了解少之又少，往往会发生频频

换药品的现象。而有些依赖于在维持特定时期的浓度下

才能显示疗效的药物，如治脚气的药剂(抗真菌药)，在
有这种习惯的病人体内，常常起到不了应有的效果。另

外，由于出现了同类药物同时使用多个名字的情况，不

小心的病人可能会同时使用了几个不同名称的同类药

品，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尽管使用了安全系数很高的

非处方药，但在较大用量时仍会导致不良反应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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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过期也可以吃
如果超出有效期，服药后非但无法保证效果，而且可

能造成一些不良反应，延误病情治愈。部分药物在过期后

不但会大大降低疗效，还可以变成致命的"毒药"，例如，
维生素C在与空气接触后，极易被氧化，而氧化后的维生
素C又会对身体形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即使过期后
药物外形、味道都没有变化，也不要再继续食用了[1]。

1.8  药物滥用
在抗菌药品应用中，由于国家管理并不是非常严

厉，所以社区药房也可以进行挑选与采购，家庭药物中

常用阿莫西林、头孢菌素等口服抗菌药物，但用药随意

性也很多，往往在无医嘱的情况下盲目地自行用药，因

此产生了与许多家庭用药相关的意外事件。经调查与分

析后表明，长期抗菌药物滥用的主要不良后果如下:长
时间口服抗菌制剂，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细胞结构，例

如，长时间使用四环素，它会破坏肝肾功能，对未成年

人而言，会对骨骼生长和牙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也
会形成对一定的耐药性的危险，不但无法取得预想的治

愈效果，还可以产生各种药物副作用，从而降低了服用

者的机体免疫，有个别人在擅自食用家中的头孢类等抗

菌作用药品的时候又在饮酒，产生了不良反应，严重时

甚至会威胁自身安全。

保健品、滋补品滥用。不少人以为保健品、滋补品

的滥用。指不少人以为保健品、滋补品并没有对人体健

康造成影响，多用也无所谓，但其实并非全部如此。有

些患者由于脾胃虚弱，虚不受补益，又或机体受到外邪

的侵袭，此时一味进补，反而可以壮邪气抑正气，从而

导致患者症状加剧[2]。另外，在大量服食保健药品的同

时，还可以引起人体代谢障碍，从而改变了体内平衡状

态，不但无法起到保健的目的，还可以导致其他病症的

出现。

擅自改变药物用量，或者停药。在家庭用药治疗

中，部分患者往往在症状得到改善以后就降低药物剂量

或者停用，造成症状重复发生，或者加剧症状。另外，

不少病症受到了季节、气候变化的干扰，例如，唿吸道

系统疾病、精神障碍经常出现在春、秋季，此时的患

者往往独自用药，没有询问医生，从而导致药物作用不

佳。在用药治疗时，疗效主要依靠于药物的血浆含量，

如若没有及时使用，达不到最有效的血药浓度，就可能

无法取得预想的治愈疗效，导致病情继续发展。此外，

在药物疗法中，若没有严格地按照疗程服药，就无法取

得所期望的治愈疗效[3]。

1.9  忽视了饮食对药效的影响

患者在使用的时候，通常都是用温水送服，但部分

患者比较随意或者为掩盖药物味道，往往选择用咖啡、

茶叶、牛奶等送服。同样，在服药的时候，也需要忌

口，一般需要禁食鱼虾等海产品和辛辣等刺激性食品，

但是由于许多患者并别有用心，往往控制不了自己，在

用药治疗期间，如果没有禁食这些食物，如此一来，将

会对疗效发挥产生负面影响，不但会削弱药物效果，还

可能导致不良反应，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例如，

对单胺氧化酶抑制剂而言，与如同扁豆、腌鱼、鸡、猪

肝等含酪胺的食品同时服用，就可以诱发高血压病人;对
布洛芬、氯苯那敏、阿司匹林等药品而言，如同乙醇和

富含酒精的饮品同时口服，都可以产生严重不良反应，

影响医疗效果[4]。

1.10  超剂量服用
部分患者想当然地以为增加药物用量就能够促进疾

病的痊愈，然而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非但无法取得预
想的治愈疗效，还可能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导致药物中

毒，因此即使部分患者觉得用药剂量不足，却仍然不断

地增加药物用量，从而导致病人人身安全受到危害。

1.11  多药并用
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对于一时无法治愈的病症，

会盲目使用多药并用打歼灭战，也是非常危险的。药品

必须配伍得恰当，才能产生协同作用，但如果配伍不

合理，药品的副作用也会显现出来，互相对抗作用，欲

速而不达。医学上，对于一般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问

题，也尽量不要二种[1]。

2��家庭用药完善对策

2.1  注意药品有效期限
定期查看药物有效期，以防止使用过期药物，如打

开后包装袋仍未用完，应保留原有的包装和用药说明

书，以方便查询有效期。但药物的有效期并非绝对的，

而是有条件地限定的，如在药物的标签或说明书上已注

明的贮存时间。此外，药物一经从原包中拿出必须尽快

使用，普通眼药水开封后的用药时间尽量不能超出一个

月。有些生化特性不稳定的药品，如硝酸甘油，如果开

启密闭包装，长时间存放，药物受空气、潮湿和光线的

影响，出现降解就无法提高效果[2]。

2.2  加强用药宣教工作的落实
从整体角度分析，由于不少家庭对于用药的观念并

不端正，再加上缺乏对用药基本知识的掌握，导致药物

用法用量错误的情形也非常常见，不但会影响医疗效

率，还可能导致各种不良反应。据此，有关医药卫生组

织针对家庭用药状况加以深入分析和总结，根据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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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状况，建立合理、正确的宣教方案，通过多样的传

播渠道开展药物常识宣教，增强社会公众对正确使用的

认识和了解，以增强使用合理性和安全性。例如，政府

应该把各大的医药养生机构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官方

用药的信息网络，建立官方微博网站、微信网站，并通

过网络媒体加大宣传推广覆盖面，以逐渐增强社会公众

对科学用药的正确认识，并严格地按照医嘱使用[3]。与此

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社区卫生组织的宣传投入，利用

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向社区市民科普药物常识，以保

证药物的合理、安全。

2.3  健全社会药师队伍建设
在各地方，政府应分别建立药师培训中心，通过分

阶段培养的形式，对药师开展专门、系统的技术培训，

以进一步提升药师的综合素养水平，为现代医药专业知

识的普及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还要强化对执业过程

中药师技术的考核，以促使其不断掌握最新专业知识，

并了解更多、更高级的技术，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

全面、系统的咨询服务，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医药专业知

识的需要，并保障家庭用药合理、安全。

2.4  加强法律手段干预
家庭药物是没有受药者的个人行为，它包含着发

现、开方、配制、给药、服用等诸多的操作过程。政协

委员肖燕军建议:必须尽快深入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基本卫生保健法"的立法原则和基本内涵，形成以此为
"母法"的国家基础医疗保健法规制度，并依法维护和完
善政府、团体和公民的基础医疗保健权力与服务[4]。当前

家庭药物问题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国医

药体制改革在完善药物制备、使用、完善药物价格等多

方面，对药物安全性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关于

药物的问题有专家认为，新世纪医生的工作不仅仅是看

病，更主要的是治疗疾病;医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为患者开
药，更主要的是引导患者正确使用。

2.5  加强对患者的宣传教育工作
① 严格按照医生与药师的处方，及时用药，切忌私

自增加用药用量或是改变用药，以防产生不良后果，伤

害身体健康;
②加强自身的基础医药知识水平，经常参加一些健康

管理和合理用药的宣传讲座，提高用药方面的知识储备；

③ 病人应及时和全面协助医务人员的操作，在用药

中按医嘱，防止药品误用现象的出现[1]。

2.6  服药遵从医嘱和说明书
在所使用药品中，处方药必须谨按医嘱，而非处方

药则必须严格地根据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加以用药，并

及时按量用药，使血药浓度控制在最适宜的范围内，以

确保患者所使用品的安全与有效性;
2.7  避免在同一时间服用多种药物
药物一般都是由多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所构成的，在

把它们一起使用后，部分药物之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

从而使药物原有的药理作用改变，而部分变化后的药物

中也会出现对身体不利的成分，所以人们必须尽量避免

在同时使用几种药品，以避免在各种药品间产生化学反

应，从而形成错误的药品组成，影响药物的效果。在服

用过多种药物之后，都应严格遵守药物配伍的禁忌[2]。

2.8  加强医药安全使用方面的知识
要认真学习与药品有关的药物安全性知识，以增强

科学使用的能力，对说明书中某些常用的术语也要有足

够的了解，如:禁忌、禁用、慎用等。对某些共同的病症
要有清楚的了解，并熟悉其治疗的方法，而各种种类的

感冒药所显示出的病症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不要因为

都是感冒药，而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除此以外，也要

关注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以及对某些其他病患人权治

疗药物之前，所要考虑的方面的问题。

2.9  把握服药的适当性
(1)适当的药物;(2)适当的剂量;(3)正确的持续时间;(4)

适当的途径;(5)适当的病人;(6)适当的疗程;(7)适当的治疗
目标[3]。

结语

家庭安全用药关乎到全社会的发展，所以政府、社

会及家庭都应该行动起来，做好家庭安全用药相关的工

作，促进家庭对安全用药知识方面的深入学习，减少不

规范的用药行为，保障家庭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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