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不少市民会随手将

过期药丢进垃圾箱里， 其实过期药品也不能随便

丢弃。 ”市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陈怀礼说，被丢弃

的过期药品会对大气、土壤、水源造成污染，目前

过期药已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弃物目录》。

随便丢弃过期药危害很大

据药监部门统计，70%~80%市民家有家庭小

药箱，不少家庭存有过期药。 市民张先生说，平时

常见的感冒、头痛等病，都是自己到药店买药，所

以家里总备着这些常用药。 平时到医院看病，或到

药店买药，药品多是整盒、整瓶地开，有些药拿回

家吃不了几次就不用了，一不小心药就过期了。

“过期药处理不好，不仅会危害人们的健康，

还会污染环境。 ”陈怀礼说，家里存有过期药，首先

会给家庭带来安全隐患， 特别是一些挥发性强的

过期药品可能成为过敏原。 其次，如果随意丢弃过

期药品，还将对环境造成污染。 最可怕的是，如果

过期药流入到不法商贩手中或不法医疗机构中，

会给患者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定期清理家庭小药箱

陈怀礼说， 药品的有效期是指该药品被批准

的使用期限，其含义为药品在规定的贮藏条件下，

能够保证质量的期限。 另外，药品有效期不等于保

质期，如贮藏条件不当，药品也可能在有效期内发

生变质或被污染不能使用。

如何防止出现过期药？ 陈怀礼建议：养成良好

的用药及购药习惯， 定期对家里的小药箱进行清

理。 减少和杜绝过期药的最好办法还是合理购药、

安全用药，药品最好随用随买。 过期药要送到药监

部门确定的回收点，防止不法分子回收利用，我市

的天鹤公司就回收过期药品。

过期药不能随便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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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吃药也是要冒风险

的，世上没有既能治病又没有不良反应的药。很

多市民在服用药品时， 看到药品说明书上罗列

出很多不良反应，就吓得不敢吃；而对那些说明

书上没有标注不良反应的药，就认为绝对安全，

这些都是认识上的误区， 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主要是跟服药人群的体质有关， 并不是所有人

服用药物都会发生不良反应。

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副主任王颖表

示，每一种药物剂型都包含着医药科学技术，简

单的服药方法中也有很多大道理， 养成良好的

用药习惯是安全用药的前提。 合理选择、使用、

保存药物是避免和减少药品不良反应的关键。

在使用 OTC（非处方）药物没有足够把握的情

况下，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购药和使用；在自行购

药和用药的过程中， 应根据自身状况和药品适

应症来选择药物，避免过量或长期用药，更不能

盲目用药； 在使用药品前应详细阅读药品使用

说明书，特别注意说明书中有关禁忌症、用法用

量、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注意事项等内容。

市民如发现涉药单位存在违规经营， 可拨

打市药监局稽查热线 3328377、3327855 举报。

自今年起， 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每

年的 9 月定为“全国安

全用药月”，目的是全面

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

高公众安全用药意识，

促进科学合理用药，提

升公众健康水平。

昨天上午，“全国安

全用药月” 鹤壁启动仪

式在新区新世纪广场举

行，百余家药品生产、流

通和使用企业的代表参

加了启动仪式。 当天，免

费“安全用药”专家咨询

热线 8008101988、 安全

用药咨询网站“宝葫芦

网”开通，接受社会各界

咨询。

据介绍，今年“安全

用药月” 活动 9 月 1 开

始，9 月 30 日结束，活动

主题为“谨防网络欺诈

销售假药”。 活动期间，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将组织专家深入农

村、社区、学校、机关企

事业单位举办药品安全

知识讲座。

当天，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还开通了

免费“安全用药”专家咨

询 热 线 8008101988， 每

个 工 作 日 的 9 时 ~16

时， 由药学专家值守回

答公众咨询。 同时，还开

通 了 宝 葫 芦 网（www.

drughuloo.com），市民可

登录该网站咨询、 查阅

相关知识。

专 家 提 出 安 全 用

药、合理用药，究竟怎样

才算安全合理用药？

抗生素不能乱吃 药品贮藏有学问

□

晨报记者 邓少华 郑常鹏

先确诊再用药

安全用药就是根据患

者个人的基因、病情、体质、

家族遗传病史和药物成分

等，进行全面检测后，准确

选择药物，真正做到“对症

下药”，同时以适当的方法、

适当的剂量，在适当的时间

准确用药，还要注意该药物

的禁忌、不良反应和相互作

用等， 这样才算做到安全、

合理、有效、经济用药。

在活动现场，市中医院

医务科萧医生表示，要做到

安全合理地选用药品，市民

应遵守“先确诊再用药”的

原则， 即身体感到不适，应

先到医院诊治，由医生对症

下药，切不可凭自我感觉随

便用药。

“有些患者的病情虽然

一样，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

样， 所以常用药物的用量、

用法也会不一样，如果一味

地随便用药，可能会贻误病

情甚至引起并发症。 ”萧医

生说，“总之，用药的准则就

是‘遵医嘱’，一定要在医生

的指导下安全用药。 ”

买药要认准“国药准字”

“市民买药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和医疗机构，

就是到那些经过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 店内挂

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经营单位购

买。 ”市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陈怀礼告诉记者。

陈怀礼特别提醒市民， 买药时一定要认准

“国药准字”，因为只有“国药准字”文号的产品

才是药品，才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而其他“食”

字号产品仅表明是食品，“消” 字号产品则表明

是消毒卫生用品，“健” 字号产品则表明是保健

用品。“所谓的国药准字，是指在药品包装上标

示‘国药准字加一个大写英文字母，再加 8 位阿

拉伯数字’的产品。 ”陈怀礼说。

同时，陈怀礼也向相关涉药单位提出建议：

顾客没有处方， 药店等相关单位不应随意卖处

方药；顾客买非处方药时，工作人员应对患者的

病情进行明确了解，如曾用过什么药品、用药的

效果如何及有无过敏史等。

“市民在买药时，还要仔细查看药品包装上

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等内容 ， 不要买过期药

品。 ”陈怀礼说，“买药后一定要把购药凭证保管

好，如购药小票或发票，万一药品质量有问题，

购药凭证是投诉、索赔、维权的重要凭据。 ”

当记者问及市民在网上购药有哪些注意事

项时，陈怀礼表示，药监部门批准的、可以向消

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主要有以下特征： 网站开

办单位为依法设立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经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并获得“互联网药品交易

服务资格证书”；在网站的显著位置标示有“互

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资格证书”的编号；网站

只能向消费者销售非处方药， 网站具备网上查

询、网上咨询（执业药师网上实时咨询）、生成订

单、电子合同等交易功能。

滥用的药物多为抗菌药物

据萧医生介绍， 现在很多市民家中备有一

些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药，多为抗菌药品，其

中抗生素是常备药品，如阿莫西林等，而这些药

品常被滥用误用。

抗菌药物一般是指具有杀灭细菌或抑制细

菌生长作用的药物，包括各种抗生素（如青霉素

类、 头孢菌素类等） 以及化学合成的抗菌药物

（如磺胺类、咪唑类等）。

“抗生素类药品只能用于辅助治疗，现在好

多人却把抗生素类药品当成能预防多数疾病的

药，这是不对的。 ”萧医生说，“抗菌药物都有对

应的适应症， 比如病毒性感冒不是由细菌引起

的，就不需要用抗生素等抗菌药物治疗，如果用

药不当，一旦患者体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抗菌

药就不能有效抑制或杀死细菌了。 ”

如何正确使用抗菌药物， 萧医生提出自己

的建议：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必须

按时、按量服用，因为抗菌药物在体内达到稳定

浓度才能杀菌、抑菌；要按照处方规定的疗程服

用， 因为抗菌药物完全杀灭或抑制细菌需要一

定的时间，若未按疗程服完，易导致体内细菌产

生耐药性； 每种抗菌药物都是针对某种或数种

细菌有效，所以不要服用别人的抗菌药物，也不

要把剩余的抗菌药物留作下次用。

药品贮藏有学问

在谈到药品贮藏时，陈怀礼表示，市民家中

备药时一定要注意药品的贮藏条件， 不同的药

品贮藏条件不同。 常温是指 10

℃

~30

℃

，冷处是

指 2

℃

~10

℃

， 如果药品除了要求冷处保存外，

还注明了特定的温度， 在保存时就应该严格遵

守说明书中标示的温度。

陈怀礼还向记者介绍了药品的阴凉处保存

与凉暗处保存的异同，以及什么是密封保存：阴

凉处保存是指在 20

℃

以下贮藏；而凉暗处保存

是指在 20

℃

以下并且要遮光贮藏；密封保存是

指药品应在密封的容器内贮藏， 以防止药品风

化、吸潮、挥发或进入异物。 因为空气湿度过大

可使药品吸收水蒸汽后变质或霉变， 而湿度太

小，又可能使某些药品风化变质，几乎所有的片

剂（包括糖衣片、肠溶衣片、缓释片等）、颗粒剂、

散剂、胶囊剂及大部分中成药均需密封保存。

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

怎么辨别药品是否变质？

普通片剂：大小应均匀，表面无斑点、无碎

片、无受潮膨胀、无粘连、无裂缝、无发霉、无松

散或出现结晶。 各种药片均不应变色。

糖衣片：表面如已褪色露底，出现花斑或

黑色，或者崩裂、粘连、发霉，均视为变质。

胶囊剂（胶丸）：内装粉剂的硬胶囊应无受

潮软化、无粘连、无破碎等现象；软胶囊多装油

性或其他液体药物， 胶囊外观应无变形变色、

无发霉、无破裂漏药、无粘连、无异常气味。

颗粒剂（冲剂）、散剂：应干燥、松散，颗粒

应均匀、色泽一致，无受潮结块，无异味，无色

点、溶化、变硬、虫蛀及发霉现象。 轻度结块一

般情况下还可用，但颗粒有严重结块或变成粉

末状，冲服时有沉淀、絮状物出现时，都是变质

的表现， 不能再服用。 散剂外观出现湿润、变

色、结块、发霉等，则已变质，不可继续服用。

口服液及糖浆剂：外观应正常，无爆瓶、外

凸、漏液现象；药液颜色、气味等均应符合该药

品规定的物理状，且装量和标示量相符。

软膏、乳膏（霜剂）、栓剂：应无溶化、分层、

硬结、渗油、变色，无颗粒析出，无霉变及臭味。

软膏管体膨胀、 软膏变稀变色则不能再使用。

栓剂应无溶化、软化、变硬、变形、断裂、异味等

现象。

滴眼剂：一般应澄清 ，无黑点或纤维 ，

无混浊、沉淀、变色。如出现结晶、絮状

物、发霉、变色、混浊、沉淀、有异物等

异常现象，均视为变质，不得使用。

市民在向专家咨询中药的鉴别方法。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市民向药店工作人员咨询。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