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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省食药监局、市场星报携手，走访街头、药店、社区康
复中心等机构对市民进行了“安全用药”调查。

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0份。调查结
果显示，近八成受访者对如何安全合理用药缺乏了解，部分市民还存
在不按疗程服药等众多用药误区。从公众容易答错的题目来看，共
存在十种较为普遍的安全用药误区。为此，我们特邀省食药监局专
家对用药常见误区进行解读，提醒大家安全用药，保护健康。

“一日三次”的药很多人“不会吃”
服药时间不能随心所欲，“一日三次”并不是让你跟着饭吃。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八成市民表示他们所理解的“一日三

次”用药，就是一天三顿饭后吃。对此，省食药监局专家称，这种方

法并不科学，“一日三次”的正确服法是间隔8小时服药。

其实，跟着三餐服药，是最为普遍的一个用药误区。这样做会

使白天的血药浓度过高，毒副作用随之增加，而夜间由于长时间没

有药物进入体内，血药浓度会过低，从而影响疗效。饭前服用一般

是指饭前半小时服用，健胃药、助消化药大都在饭前服用；睡前服

用是指睡前半小时服用。

误区一：用茶水、牛奶服药

日常服药的时候，不少人图方便，顺手拿起

手中的饮料，如茶水、牛奶、豆浆、果汁等送服药

品。殊不知，这种习惯是不科学的，它很可能影

响药效，还有可能增加药品不良反应。

茶水中富含的茶碱、单宁酸、茶多酚、咖啡因

等物质，容易与药物中的重金属、生物碱以及蛋

白质等成分发生反应，轻者会使药效大大降低或

完全失效，重者可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用牛奶送

服药物也不科学，牛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有可

能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非水溶性物质,从而

影响药效的释放及吸收。

对于绝大多数药物来说，用温开水送服最安

全，喝水量要达到150-300ml。

误区二：自行购药，凭经验用药

许多消费者在患感冒、发烧、嗓子痛等小病

小痛时，常常选择自我药疗，凭以往经验或者同

事、朋友介绍，自行购药，而不是先到医院找医生

开处方再去买药。这样的做法给安全用药埋下

不少隐患，常会出现所用药品与自身不对症、不

按说明书用药、重复用药等问题。

特别是治疗感冒时，不能同时服用含相同成

分的抗感冒药。当几种感冒药叠加服用时，就很

容易出现重复用药，从而导致严重的健康隐患，

如过敏反应、肝肾损害、消化系统损害等。

误区三：忽视药品年龄限制

儿童由于各个脏器发育尚未完全，体内代谢

与药物反应与成人有差异，在选用药品及服药剂

量上一定要综合年龄、体重来考虑，千万不能把

患儿当做“缩小版的成人”使用药物。

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新生

儿和 1 岁以下婴儿禁用氨金黄敏颗粒、小儿氨酚

烷胺颗粒、小儿复方氨酚烷胺片等药物；12 岁以

下儿童禁用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等。

老年人的肝肾功能以及各器官对药物的敏

感程度均与年轻时不同,这些直接影响到药物的

分解代谢，所以老年人在用药时一定遵从医嘱，

要根据年龄、体重、体质掌握用药剂量。

误区四：买药“跟着广告走”

药品广告是企业推销产品的方式之一，但一

些企业未经审批擅自发布广告，或虽经审批又篡

改审批内容，严重误导患者。

消费者要有一双理性的眼睛，判断广告的科

学性、可信性。如果在药品广告中出现“三盒见

效”、“治愈率100％”、包治百病等用语，或与其他

药品的功效和安全性进行比较，有“最新技术”、

“最高科学”等用语都是违法广告，消费者一定不

要相信。

其次，对待合法宣传的药品广告也要理性。

要判断所宣传的产品是否与自己的病情对症，并

不是广告宣传的药品就是最好的。拿不准时，要

向医生或者药师咨询。

误区五：口服液就着水喝

有些止咳化痰、治咽痛的口服液，就算味道

再难闻，口感再差，也别用水稀释，喝完后也不能

喝太多水。否则，一方面会使药物浓度降低，影

响吸收；另一方面也不能在炎症处形成保护膜，

阻隔刺激而缓解咳嗽。

正确的服用方法：将其徐徐咽下，五分钟内

别喝水。服用糖浆之后，应该用少量清水漱漱

口，免得糖附着在牙齿上引发龋齿。

误区六：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

许多消费者对抗生素概念不清楚，认为抗生

素就是消炎药，在感冒、发烧、腹泻等病症出现

后，马上就使用抗生素；甚至有人视其为“万能

药”，大病小病都要吃。这些都是不符合安全用

药常规的。日常生活中，许多炎症表现为红、肿、

热、痛等，引起这些症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

有生物因素、物理化学因素以及免疫反应等，这

些炎症，是完全没有必要用抗生素来对抗的。即

便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也要分门别类、有针对性

地选择抗生素。

误区七：服药时间“自作主张”

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取决于其在

血液中是否保持一定时间的有效药物浓度，

如果不按时服药就达不到有效的浓度，也就

难以控制病情。定期吃药，是疾病有效治疗

的关键。

首先，要看准时间吃药。许多人仅在白天服

药或想起来突击服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比如，

一日3次应该是每隔8小时服1次，一日二次应该

是每隔12小时服一次。第二，要按疗程吃药。许

多药物只有连续给药达到一定的次数和时间，才

能产生效果，这就是“疗程”。

消费者在服用药物时，一定要根据医嘱，按

照疗程服药。

误区八：有些药片别掰开吃

有些人感觉吞咽一粒胶囊或一片药很困难，

尤其是老年人因唾液分泌减少，吞咽胶囊或药片

更加困难。所以不少人常常采取把药片研碎或

掰开后服用。

很多制剂是用特殊的方法制备而成，如嚼

碎或掰开服，会影响药效，药物便不能发挥其缓

释作用。另外肠溶片剂也不能掰开吃，肠溶片

剂是指在胃中完整而在肠内崩解或溶解的包衣

片剂。

凡易被胃液破坏的药物如胰酶，或对胃刺激

性太强的药物，如阿司匹林、红霉素，或肠道驱虫

药等均采用肠溶衣片，如果研碎或掰开服，将降

低药效或对胃产生刺激。

误区九：不关注药品保质期

药品一旦过期就不能再使用，否则可能存在

用药隐患 。

但是专家提醒，药品一旦打开使用后，由于

密封性等储存条件变化，可能会造成有效期变

化。使用者在关注包装上标注的有效期的同

时，还应关注药品说明书上相关提示信息或遵

医嘱，避免因不当储存而造成药品失效，或安全

性风险。

如果片剂变色，出现霉点、斑点等，胶囊变得

有点黏手都不能再用。至于发现药品过期或变

质，应该如何妥善处理？绝大部分人的回答多为

随意丢弃。这种做法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造成

环境污染。专家建议，处理家庭过期或变质药

品，应该像回收废旧电池一样，纳入专门的收集

销毁系统。

误区十：药物可以减肥

不少人认为可以采取药物减肥，对一度流传

的“服用二甲双胍能减肥瘦身”信以为真。专家

称，二甲双胍属于降糖药物，常用于糖尿病患者

的治疗，虽然有减轻体重的作用，但正常人过量

服用会出现乳酸酸中毒，导致严重的后果。

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一种能有效减肥又对人

体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的药物。盲目服用减肥药

物，只是消耗人体部分脂肪，同时却消耗掉人体

内充当“健康保证”的肌肉量，长此以往，人体必

将出现透支，严重者还会罹患厌食症，导致严重

营养不良，甚至危及生命。

【常见的十大用药误区】

“一日三次”的药很多人“不会吃”
安徽省食药监局联合市场星报发起“安全用药”调查
调查显示：十种安全用药误区较为常见

多数人不关注药品有效期
药品一旦过期就不能再使用，否则可能存在用药隐患 。“包装

盒上写着有效期，应该按照标注的来吧？”采访中，将近八成受访市

民都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专家提醒，药品一旦打开使用后，由于密封性等储存条件

变化，可能会造成有效期变化。使用者在关注包装上标注的有效

期的同时，还应关注药品说明书上相关提示信息或遵医嘱，避免因

不当储存而造成药品失效，或安全性风险。

四成受访者“误解”抗生素
别一发烧，就用抗生素！

调查中，记者发现，市民对抗生素类药物缺乏了解。很多人的

用药习惯是一发烧就用抗生素 ，他们往往把发烧和细菌感染画上

等号。然而，专家介绍，引起发烧的原因绝不只有细菌感染一种，

肿瘤病人可以发烧，病毒感染也可以发烧。因此一定要先弄清发

烧的原因再使用抗生素。

统计显示，有四成受访者对抗生素用法存在“误解”。如部分

市民对孕妇是否可以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的问题，回答得也模棱两

可。食药监部门专家表示，孕期谨慎用药是没错的，但不可一概而

论，随意用药或坚决不用都有可能危及母婴，正确做法应是仔细研

读说明书或及时寻求医生指导。

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用药”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