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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有高血压的王老先生前段
时间突然出现胃出血，医生找了很久
原因，最后才发现原来他把几种药物

“一把吞”，造成不良反应。王老先生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前不久因为有点
发烧，所以老伴让他服用布洛芬，结
果中午他把阿司匹林、布洛芬还有一
种感冒药一起放进嘴、吞下肚，不到
下午，这些药物就在他的胃肠中起反
应了，出现便血，诊断为消化道出血。

事实上，像王老先生一样，喜欢吃
药“一把吞”的人不在少数。据报道，
美国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同时
服用 5 种或更多的处方药、非处方药
和保健品。65 岁以上的美国老人中，
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被送进急诊室的
超过了 17.5 万人。对此，卫生部北京

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师张亚同说，中国
老年人混合用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一把吞”的确会带来很多隐患。中
国住院老人中同时有 3 至 4 种并发疾
病者占 50%以上。

崔阿姨今年 78 岁，患有多种疾
病，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两个月前
放了支架，还伴有血糖高，医生给开
了许多药。另外，她听说三七能够活
血化瘀，她认为适合自己的情况，于
是每天要吃些三七粉。为了调节血
糖，她每天还要吃一些蜂胶。生活中
还有许多像崔阿姨这样一体多病的
患者，每次吃药都是一大把，不管疗
效如何，光是吃药就是一件非常发愁
的事，吃药的同时还担心药物的副作
用。

张亚同说：“许多老人由于多种慢
性病缠身，经常同时服用多种药物，
无形中就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
生。”尤其是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人，
不要与治疗心脑血管的银杏叶制剂和
抗凝血药物华法林一起服用，否则会
增加出血危险。阿司匹林与抗炎镇痛
药如布洛芬也不能一起吃，因为会有
胃肠道出血的风险。

张亚同还提醒，大部分中药和西
药也要分开吃，服用时间最好错开半
小时以上。另外，含有酸性成分的中
成药山楂丸、保和丸不能与胃舒平同
时 吃 ，否 则 酸 碱 中 和 ，会 使 药 物 失
效。胃溃疡病人感冒了，也不能将阿
司匹林和干草、鹿茸、人参同时服用，
否则会使胃液分泌减少，加剧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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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就能好得快
服药跟着餐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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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吃药的时候会同时注意
饮食么？有些食品与药物同时服
用，不仅影响药物的疗效，说不定
还会产生毒素。花了钱吃药没有
用不说，反倒遭受了毒害，这不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吗？所以，您
可得千万要当心。

虾
服用维生素 C 前后 2 小时内

不能吃虾。因为虾中含量丰富的
铜会氧化维生素 C，令其失效 ;同
时，虾中的五价砷成分还会与维
生素 C 反应生成具有毒性的“三
价砷”。

菠菜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钾，进

入人体后电解出的草酸根离子会
沉淀钙离子，不仅妨碍人体吸收
钙，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专
家建议服用钙片前后 2 小时内不
要进食菠菜，或先将菠菜煮一下，
待草酸钾溶解于水，将水倒掉后
再食用。

奶酪、肉制品
服用抗过敏药物期间忌食奶酪、肉

制品等富含组氨酸的食物。因为组氨
酸在人体内会转化为组织胺，而抗过敏
药抑制组织胺分解，因此造成人体内组
织胺蓄积，诱发头晕、头痛、心慌等不适
症状。

甜食
苦味健胃药依靠苦味刺激唾液、胃

液等消化液分泌，促食欲、助消化。甜
味成分一方面掩盖苦味、降低药效，另
一方面还与健胃药中的很多成分发生
络合反应，降低其有效成分含量。

香蕉、橘子
服用利尿剂期间，钾会在血液中滞

留。若同时再吃富含钾的香蕉、橘子，
体内钾蓄积更加严重，易诱发心脏、血
压方面的并发症。

“ 这 种 药 一 天 三 次 ”、
“这种药睡前服用”……看
病拿药后常听医生嘱咐定
时定量服药，但是一天三次
的服药时间到底如何划分，
很多人并不清楚。

最近天气转凉，早晚温
差大，人更容易感冒。45 岁
的张先生体型较胖，上周因
感冒发烧后在药店买了三
种感冒退烧药。因想好得
更快，再加上自己较胖，便
自行将口服剂量加倍。原
本只用一次吃两颗的感冒
药，张先生每次吃了 4 颗。
在吃过西药后不到两小时，
又加服一种治感冒的中成
药。就这么吃了三天，第四
天早晨起床时，张先生突然
意 识 不 清 ，家 人 立 即 拨 打
120 将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
院。

“张先生入院时昏迷不
醒，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
竭和严重凝血功能异常，此
后又出现呼吸衰竭。抢救
了 5天才脱离生命危险。”武
汉市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许涛介绍，导致病情严
重的根源是患者加量服用
感冒药。

头痛脑热是生活中常见
的疾病，患病后人们常常会
自行买感冒药、退烧药或者
止 痛 药 来 服 用 缓 解 症 状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药

学部主管药师魏来不建议
同时服用两种及以上的感
冒药，“在许多感冒药、退烧
药和止痛药中都有扑热息
痛（对 乙 酰 氨 基 酚）这种最
常见的解热镇痛药成分。”
长期服用或过量服用扑热
息 痛 均 可 引 起 肝 细 胞 坏
死。而其所生成的毒性代
谢产物可损害肾脏，造成肾
细胞坏死，同样也可直接作
用于骨髓造血系统，构成破
坏，还可能诱发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或白血病。

魏来解释，很多患者将
“一日三次”，理解为服药时
间跟着餐点走。其实医生
处方或药品说明书上的“一
日三次”，意思是将一天 24
小时平均分为 3 个时间段，
间隔 8 小时服药一次。如 3
次服药时间都安排在白天
会造成白天血中药物浓度
过高，而夜晚又达不到治疗
浓度，还给患者增加不良的
反应。

魏来还列举了几种大家
常见的服药误区。睡前服
药通常是指睡前 15—30 分
钟服用。需注意的是服药
后要稍作活动，不宜服药后
立即卧床，以免药物滞留在
食道，引起食管溃疡。药品
说明书上的“顿服”是指一
天的药量一次性服下，与一
日三餐没有任何关系。

你真的会你真的会 么么

1977年 12月 24日，身体
强健的世界著名喜剧大师
卓别林设鸡尾酒宴与亲友
欢聚。酒席间，卓别林开怀
畅饮，谈笑风生。酒后，而
卓别林还不能入睡，就服用
了几片安眠药，不久就昏昏
沉沉地睡了。深夜，家人发
现卓别林竟“一睡不醒”。
专家对卓别林的死因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并进行
大量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提
示卓别林是死于酒后服用
镇静催眠药。

药物是治病疾病常见的
手段，有些人嗜酒成癖，并饮
酒后服药，这不仅影响健康，
有的甚至危及生命。卓别林
就是酒后服药的“牺牲者”。

另一方面，所谓良药苦
口 利 于 病 ，但 是 不 少 人 受
不 了 这 样 的 苦 味 ，特 别 是
不 少 孩 童 ，更 是 会 把 吃 进
嘴里的药物吐出来。而给
他们喂药的家长就会给他
们喝一些甜甜的饮品。却
不 想 ，这 样 的 甜 饮 品 对 于
药 物 功 效 影 响 是 极 大 的 ，
严 重 时 甚 至 会 伤 害 身 体 。
除 了 酒 精 饮 品 ，还 有 哪 些
常见饮料是不能和着药一
起喝的呢？

葡萄柚汁

葡萄柚汁会与某些降压
药，抗心绞痛药相互作用，
令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血
浓度大为增加，严重时还可

能危及生命。因此心脑血
管病人在服药时最好不要
喝葡萄柚汁。

咖啡、绿茶、可可等

咖啡、绿茶、可可等饮品
含有咖啡因，会妨碍尿酸的
排泄，与抗尿酸药同服会降
低药效。布洛芬如果和含
有咖啡因的饮品同时服用，
胃 肠 道 反 应 会 更 加 明 显 。
建议大家在服用这些药物
期 间 ，以 及 服 用 药 物 后 的
1—2 天，不要喝这些含咖啡
因的饮品。

牛奶

牛奶富含钙质，容易与
抗生素结合，生成难溶于水
的物质，从而降低药效。因
此，服用钙片前后 2 小时内
不要喝牛奶。服用止泻剂
时如果喝了牛奶，很可能加
重腹泻的症状，因此直到腹
泻症状消退前，最好都不要
喝牛奶。

可乐

布 洛 芬 对 胃 黏 膜 有 刺
激，可乐中的古柯碱则会刺
激胃酸分泌，加重布洛芬对
胃黏膜的副作用，甚至诱发
胃出血、胃穿孔。

因此，在生活中吃药最
好不要用饮料，用白开水，
或者一些米粥是最好的。

近年来，境外药品和保健品受到
越来越多年轻妈妈们的青睐。除了日
本的儿童药品，德国的小绿叶咳嗽水、
湿疹膏，美国的 Ddrops 维生素 D3 滴

液、泰诺退烧止痛药等相关产品在各
种代购群里也是火爆热销。

“孩子一生病，最忙的是家长，特
别是给孩子喂药的时候，跟打仗一
样。”家住亳州市区天润花园的王佳
说，女儿今年两岁半，前几天孩子突然
发起烧来，还一直咳嗽不止。到医院
检查后，确诊是感冒，要先退烧。“拿
的药太苦了，大人都喝不下去，别提孩
子了。我们三个大人给孩子喂药，好

不容易把药灌了进去，孩子
立马又吐了出来，反反复复
好几次。”无奈，王佳通过朋
友介绍选择海外代购，“周
围很多年轻的妈妈都买过
日本的小林退烧贴、面包超
人药水，听她们说效果还不
错，找代购便宜还靠谱。”

虽然境外药品和保健品
凭着“疗效好，副作用小”深
入人心，但质量、安全问题
也一直受到质疑。据了解，
通过网络代购、旅游购买、
托人购买的大部分境外药
品和保健品，均未在国内进
行注册和认证，属于非法进
口的商品。

亳州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
医师魏广友表示，代购药品可能会起
到反作用，不能随便乱用，例如有一些
缺钙的孩子，可以吃一些保健的补品，
但盲目地乱用对身体是有害的，不需
要补充的孩子最好别喝；另外，对于代
购的进口药品，由于普通消费者本身
对药品成分、适应症、适用人群、疗效
等各方面都不了解，而且不同年龄儿
童的用药都不相同，如何使用或如何
控制剂量，也存在问题。

此外，通过正规渠道进口到国内
的药品，都有经过严格的把关和临床
试验，安全性有一定保证。而不正规
途径购买的进口药品存在安全隐患，
如过敏等异常反应，且大部分药品都
要经过肝脏、肾脏代谢，如果服用量没
把控好，风险就更大，因此使用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异常反应。

据了解，2016 年儿童用药安全调
查报告白皮书指出，因用药不当，我国
每年约有 3 万名儿童耳聋，约有 7000
名儿童死亡。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
率为 12.5%，是成人的 2 倍，新生儿更
是达到成人的 4 倍，儿童不合理用药、
用药错误造成的药物性损害更严重。

良药太苦
服药就着饮料喝

怕漏服图省事怕漏服图省事 多种药多种药““一把吞一把吞””

药能“治病”，但服用方法不

对，反而“致病”，可能造成无可挽

回的不良后果。前不久,中国药

学会发布公众误识率较高、潜在

风险较大的常见安全用药误区，

呼吁公众关注安全用药，学习用

药常识，促进全民健康。在日常

生活中，除了随意用药停药；迷信

偏 方 秘 方 ；盲 从 他 人 使 用 药 品

……这些常见的用药误区，还有

哪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用药观念是

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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