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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云：“少壮能几时 ? 鬓发各已苍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达

到 367.32 万，占上海市总人口的 25.7％。老龄化社会呼唤为老

年人健康服务的事业。

指导老年人科学合理用药，是老年人健康事业的一项重要工程。

老年人由于器官功能的逐渐衰退和生理、生化及病理的某些改变，

对药物的吸收、代谢和排泄能力与青壮年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不

少老年人因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往往找多家医院和多名医师诊治，

多头开药、过多用药、重复用药的现象比较多见，导致药物相互作

用等不良反应的情况也随之增多。有的老年人用药依从性较低，不

遵医嘱服药，或自作主张拒服某药，或自购某药服用，影响了诊治

效果。有的老年人因记忆力衰退而忘记按时服药。还有的老年人盲

目服用所谓的“补药”，其结果适得其反。因此，着力做好老年人

科学合理用药的科普工作，提高老年人科学合理用药的知晓度和自

觉性，是很有必要的，也一定会受到老年人的欢迎。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致力于老年人的健康事业，希望有更多的医

学、药学专家和科普作家携手撰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老年人合

理用药和科学保健书籍，为广大老年人带来福祉。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理事长

2014 年 3 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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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用药有哪些技巧？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器官功能逐步老化，看病的次数多了起来，

吃药的数量和品种也多了起来。然而“是药三分毒”，吃药需掌握技巧，

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那么，老年人吃药应掌握哪些技巧呢？

● 一是对症下药。

有些老年人稍有不舒服，就喜欢自行服药。其实，有些身体不舒

服并不是由疾病引起的，而只是功能性症状，只要通过合理地生活、

饮食调理、加强锻炼便可不治而愈。因此，身体不舒服能不服药的尽

量不要服药，更不能主观臆测，凭“老经验”服药，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这样的做法治标不治本，有时还会掩盖病情真相。确实需要服

药的，应去医院诊断，遵照医嘱或在药师的指导下对症下药。

● 二是用药宜精。

有些老年人存在这样的偏颇：如今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看病

享受医疗保险，因此存有“药味多，用量大，花钱多，疗效好”的观点。

还有的老年人到处求医或者经常自行上药店购药，殊不知此举稍有不

慎就会造成重复用药的现象，如有的老年人在服用的药物中，有些尽

管商品名不同，却是同一通用名的药品。患者自行购药不易搞清药品

的通用名，而有些医生看病“遵患嘱”，不仔细诊断病情，却按照患者

要求开药，也容易造成重复用药。而重复用药，不但会浪费医药资源，

而且还会带来滥用药所造成的不良反应。

有鉴于此，用药宜精，不应求数量大和品种多。老年人正确的用

药剂量应依据其年龄、体重和健康状况做决定。一般情况下，60 岁以

上的老年人用药量应在成年人用药量的基础上递减。同时，用药应抓

住重点，分清轻重缓急用药，能用一种药物时，尽量不要使用多种药物，

除非医生有特别的嘱咐。

老 年 人 合 理 用 药 知 识 1 0 0 问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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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切莫随意。

由于有的老年患者所患的慢性病往往存在病种多、病因复杂、病

难治且容易复发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看病需要“长期作战”，但有的

老年患者急于病情好转，到处求医，经常改变服药的品种，而有的老

年患者病情稍有好转就随意停药，其实随意改变服药品种和停止服药

的做法都是不利于病情的。

● 四是加强监测。

老年人的体内调节功能减弱，代谢速度下降，与年轻人相比，老

年人用药后，在体内容易发生蓄积，所以应定期监测血药浓度、肝肾

上 篇   老 年 人 合 理 用 药 常 识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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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状态，防止不良反应的发生。尤其是长期服

用某种药物，要注意观测有无出现与原来疾病关系不大的症状。一旦

出现，应立即停药，并及时上医院就诊，因为这种现象可能与药物不

良反应有关，患者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其他品种的药物。

● 五是科学掌握服药时间。

空腹服（清晨）：多为滋补类药如人参、蜂乳等。早晨空腹服以利

于人体迅速吸收和充分利用。

半空腹服：多为驱虫药，如驱蛔灵等。可于两餐之间，或刚进早

餐后服用，这样使药能迅速进入肠道保持较高浓度发挥作用，又不致

刺激胃肠引起恶心呕吐，甚至因肠道吸收快而中毒。

饭前服（饭前 30 ～ 60 分钟）：多为健胃药、收敛药、止胃痛药、

肠道消炎药，如多酶片、乳酶生、胃舒平、三硅酸镁、阿托品、四环

素等。这些药物依其各自的作用特点，饭前服用能达到最佳效果。此外，

中成药丸剂，为使其较快通过胃进入肠道，不为食物所阻，亦宜饭前服。

饭时服：多为消化药，如稀盐酸、胃蛋白酶等，饭时服能及时发

挥作用。

饭后服（饭后 15 ～ 30 分钟）：绝大部分药物都在饭后服。尤其是

刺激性较强的药物，如阿司匹林、水杨酸钠、保泰松、消炎痛、硫酸亚铁、

黄连素等宜饭后服，以便为胃内食物稀释而减少其对胃黏膜的刺激 

作用。

睡前服（指睡前 15 ～ 30 分钟）：多为催眠药，如鲁米那、安定、

朱砂安神丸等；泻药如双醋汾汀、酚酞、果导等。这些药服后 8 ～ 12

小时见效，故在次日清晨可望排便。

定时服（间隔一定时间用药）：多为一些吸收快、排泄快的抗菌消

炎药，如四环素、土霉素、红霉素等。因排泄或破坏较快，为维持有

效浓度，需每隔一定时间服用一次。

必要时服：多为解痉止痛药，如颠茄、阿托品、普鲁本辛等在胃

肠痉挛疼痛时服用；感冒发烧时服用 APC、对乙酰氨基酚；头痛时服

用去痛片；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化速效硝酸甘油片等。

老 年 人 合 理 用 药 知 识 1 0 0 问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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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选药原则是什么？

（1）用药简单、个体化的原则

老年人用药应尽可能简单，品种不宜过多，剂量不宜过大。服药

应严格遵医嘱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进行，由于老年人认知度差，服药最

好在家人的帮助下完成，随时注意疗效及副作用。用药剂量注意个体化，

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2）用药要有明确指征的原则

对已经诊断明确的疾病，要在医师的指导下对症用药，绝不可自

作主张。不要轻信广告宣传，更不要轻信江湖医生的祖传秘方而盲目

随意用药。

（3）用药不能超过 5 种的原则

据统计，同时使用 5 种药物以下的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

6～ 10 种为 10％，11 ～ 15 种为 25％，16 ～ 20 种为 54％。

老年人因多病共存，常采用多种药物治疗，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经

济负担，降低了依从性，而且易导致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使

用 2 种药物的潜在药物相互作用发生率为 6％，5 种药物为 50％，8

种药物增至 100％，虽然并非所有药物相互作用都能导致药品不良反

应，但这种潜在的危险性无疑是增加的。这一原则就是根据用药数

目与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关系提出的。当用药超过 5 种时，就应

考虑是否都是必要用药，以及依从性和药品不良反应等问题。

（4）用药经济实惠的原则

有的老年人往往听信他人或者药店营业员的推荐，选用价格高的

药物，认为价格高就是疗效好。其实，价格和疗效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在自行选购药物时，如果把治疗同一疾病的同类药物的构成成分、

作用机制、适应证等作比较，不难发现有些药品之间成分、作用基本

相同，但由于包装、品牌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服药是为了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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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疗效好的是目的，并不像装饰品之类得讲究包装，也不像服饰崇

尚品牌至上。买相对更便宜的药，既能省钱又能达到同样的疗效，何

乐而不为呢？

（5）用药不盲目的原则

如今自行购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样做省钱省事又省时。

尽管药品有说明书，服药者可以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明服药，但是药品

毕竟不是普通商品，是关系到人体健康的特殊商品，而消费者一般不

熟悉药品性能，有些药品说明书的说明并不详细，副作用等也未必

一一列出，更何况以后会出现新的副作用，是说明书难以预料到的。

因此，消费者自行购药最好到正规的药店，向执业药师咨询安全用药

知识。

如何确定老年人用药剂量？

根据《中国药典》规定：60 ～ 80 岁的老年人约为成人剂量的

3/4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约为成人剂量的 2/3。然而在药物说明书上，

常常有成人剂量、小孩剂量，却没有标明老年人的剂量。其实，老年

人用药也应该从小剂量开始。临床一般主张从小剂量开始，根据年龄、

体重、体质情况，从成人剂量 1/4 开始，逐渐增加至 1/3、1/2、2/3、

3/4，最终达到适宜于人体的最佳剂量。因为药物的不良反应是随着药

物剂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尤其是那些治疗面窄的药物，超剂量使用可

能造成老年人的生命危险。

如果不知采取何种用药量时，应按说明书提示的最小剂量开始服

用，或按医嘱服药。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剂量多以毫克为单位，少数

以克为单位，老年人减量服用时，应认真查看药物的剂量单位，以免

产生不良后果。

特殊用药小剂量难以达到疗效的，则应遵医嘱确定剂量。

老 年 人 合 理 用 药 知 识 1 0 0 问012

3

老年人100问-内页-1.indd   12 2014-5-23   12:43:48



老年人对用药剂型有什么要求？

能口服的尽量不要注射，能注射的尽量不要滴注。因为老年人的

肌肉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较差，注射后疼痛较显著并且容易形成硬块。

老年人需要长期用药时，尽可能口服给药。对部分吞咽困难的老年人，

可选用颗粒剂或液体制剂，必要时注射给药。尽量选用控释制剂，该

制剂单位时间释放固定量的药物，受胃肠道动力和酸碱性影响小，较

适宜老年人选用。老年人尽量不要用缓释片，因为其释放慢，吸收量

增加，易便秘而增加吸收产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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