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刘守善 美编：张 颖
组版：王 晨 校对：何泉峰

不良服药习惯，该改改了

抗生素是患者最熟悉，
也是最容易被滥用的药物。
然而说到滥用，很多人其实
并不清楚其中的含义。实际
上，凡是超时、超量、不对症
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抗生
素，都属于滥用。一旦发生以
上情况，就可能给患者带来
四重危害。

毒副作用。“是药三分
毒”，应严格遵照医嘱服药，
切不可盼复心切，擅自加大
抗菌药物(包括抗生素和人工
合成的抗菌药，如氟哌酸)的
药量，否则很可能损伤神经
系统、肾脏、血液系统。尤其
是对肝肾功能出现异常的患
者，更要慎重。需要强调的
是，一般来说，轻度上呼吸道
感染选用口服抗生素即可，
但很多人却选择了静脉输
液，这无形中也增加了出现
副作用的风险。

过敏反应。多发生在具
有特异性体质的人身上，其
表现以过敏性休克最为严
重。青霉素、链霉素都可能引
发，其中青霉素最常见也更
为严重。过敏反应严重时可
能致命。

二重感染。当用抗菌药
物抑制或杀死敏感的细菌
后，有些不敏感的细菌或霉
菌却继续生长繁殖，造成新
的感染，这就是“二重感染”。
这在长期滥用抗菌药物的病
人中很多见。因此治疗困难，
病死率高。

耐药。大量使用抗生素
无疑是对致病菌抗药能力的

“锻炼”，在绝大多数普通细
菌被杀灭的同时，原先并不
占优势的具有抗药性的致病
菌却存留了下来，并大量繁
衍。而且由于药物长期刺激，
使一部分致病菌产生变异、
成为耐药菌株。这种耐药性
既会被其他细菌所获得，也
会遗传给下一代。“超级细
菌”很大程度上就是抗菌药
物滥用催生出来的。如果这
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很可
能使人类面临感染时无药可
用的境地。

滥用抗生素

的四重危害

儿童服药的六大误区

没有按说明在吃前摇匀药水。摇
匀药水再吃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些药
水把各种成分混合在一起，如不摇
匀，开始吃的2/3药力不够，最后吃的
1/3药力太大，会对孩子有害。

给孩子吃含有阿司匹林成分的
药物。不能给孩子吃阿司匹林是家长
应有的常识，因为阿司匹林有可能会
使孩子的脑部和肝脏受到损伤。要小
心防范的是，有些药物虽然名字不叫
阿司匹林，但是其中含有阿司匹林的

成分，所以，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由医
生开药。

在不需要的时候喂孩子吃药。
很多时候，喉咙不舒服、流鼻涕、少
许咳嗽之类的小毛病，即使不吃
药，也可以很快自愈。家长不宜胡
乱给孩子吃药。为了安全，亦不宜
储存大量药品，尽量减少孩子接触
药品的机会。

孩子服用买回来的成药已数天，
未见病情好转，家长却依然继续给孩

子吃下去。这时必须尽快带孩子去请
医生诊治，不要再期望吃一段时间这
些药才发挥作用。

保留已过有效期的药物。每种药
物都有它的安全有效日期，已过期的
药物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养成经常看
看药物是否已过期的习惯。最安全的
做法是每3个月清理一次药箱或药
柜，丢掉已过期的药物。若不敢肯定
是否已过期，为安全起见，宁可弃掉，
不要怕浪费。

自行服药的五大误区

对于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很多
人会自行服药。专家提醒，应避免走
入五大用药误区。

感冒“多药齐下”见效快。有些人
为了感冒好得快，干脆几种感冒药一
起吃。专家指出，不同厂家生产的感
冒药里面可能会含有相同的成分，如
果盲目同时服用，很可能会造成类似
于重复用药或超剂量用药的情况，对
健康不利。

高血压长期服药无窍门。很多高
血压患者往往都有一种思维定式，只
要长期服用降压药，就可以一劳永
逸。所以降压药在病人早上还没有起

床或刚起床的时候吃效果最好。目前
降压药物是控制血压的最有效方式，
要严格遵照医嘱，定时定量，防止漏
服。

胰岛素会上瘾。胰岛素并没有成
瘾性，有些患者需要终身注射是治疗
疾病的需要。是否需要终身注射或者
注射多少胰岛素，需要医生对患者的
胰岛功能作出全面评估。对于Ⅰ型糖
尿病和胰岛功能很差的Ⅱ型糖尿病
患者，必须及时接受胰岛素治疗。

维生素可以随便吃。城市里许多
白领上班时间紧，工作压力大，常常
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很多人希望

通过服用维生素等保健品维持健康。
专家指出，保健品只能起到预防和调
节机体亚健康状态的作用，并不是吃
得越多越好。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出
发，只要保证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
和水果，每天有半个小时能晒太阳，
就完全没有必要补充维生素。

激素类药膏可以长期使用。很多
皮肤病患者随便滥用激素类药膏。专
家指出，长期大量使用激素类药膏，
用药部位可出现程度不同的皮肤萎
缩、变薄，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干燥、
发黑或呈鱼鳞病样变化，以及出现脱
发、多毛等。

10种错误的服药方法

简单的随一日三餐服药。“一日
三次”是药物学家根据实验测定出
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速率后规定
的，意思是将一天24小时平均分为3
段，每8小时服药一次。只有按时服
药才能保证体内稳定的血药浓度(血
液中药物的浓度)，达到治疗的效果。
如果把3次服药时间都安排在白天
会造成白天血药浓度过高，给人体
带来危险；而夜晚又达不到治疗浓
度。

躺着服药。躺着服药，药物容易
黏附于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
能刺激食道，引起咳嗽或局部炎症；
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埋下患食

道癌的隐忧。所以，最好取坐位或站
姿服药。

干吞药。有些人为了省事，不
喝水，直接将药物干吞下去，这也
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可能与躺着
服药一样损伤食道，甚至程度更严
重；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
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形成结
石，例如复方新诺明等磺胺类药
物。

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后吃。有些
人自己“吞”不下药或怕孩子噎住，
就自作主张地把药掰碎或用水溶解
后再服用，这样不仅影响疗效还会
加大药物的不良反应。

多药同服。多药同服，药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就很难避免，甚至还会
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麻烦。

服药后马上运动。和吃饭后一
样，服药后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药
物服用后一般需要30～60分钟才能
被胃肠溶解吸收、发挥作用，期间需
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而马上运
动会导致胃肠等脏器血液供应不
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服药期间不注意饮食禁忌。不
是只有中药才讲究饮食禁忌，西药
也是一样。服药期间不合理的饮食
会降低药效，严重的还可能危及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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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病了，当然需要看医生，并服用部分药物。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有不少市民有自己的服药品习惯。这些服药习惯安全吗？本报整理了部分
错误的服药方法、服药误区等，帮助市民们纠正不良的服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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