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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问答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了药物不良反应、

禁忌证、假劣药品的简易鉴别、处方药、非处方药、药

源性疾病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用药目录、特殊药品的概

念、国家有关药品管理的政策规定，还就老年人、儿童、

孕妇等特殊人群的用药注意事项和部分常见病、多发病

的单方、验方和偏方做了特别说明。本书通俗易懂，内

容实用，可供所有关注自身及家人用药安全的读者参考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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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社会在发

展，人们的健康及安全用药意识随之日益增强。特别在我国推行药品

分类管理、不断加大非处方药的实施力度，人们自我药疗的意识趋于

日常化、社会化。为确保您的家庭用药更合理、更安全、更有针对性，

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任何药品都具有两重性，合理应用才能造福患者；不合理用药不

仅浪费资源，贻误治疗，还可造成不良反应，危害患者。本书重点介

绍药品的有关名词、基本概念、药品的不良反应、药源性疾病及药品

的正确使用方法，易学易懂，简明适用，真正是您家庭用药的好帮手。 

由于医药科技不断发展，药品信息也随之不断变化，书中如有不

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改正，同时也希望读者

在用药时能仔细阅读药品使用说明书，并在咨询相关医师后使用。 

 
编  者 

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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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些常用口服药对营养素有影响 

患有慢性病的病人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但某些药物会影响人体对营养素的吸

收或代谢，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健康。 

（1）抗生素对营养素的影响：青霉素长时间使用可引起低血钾；头孢菌素类

对肾脏有损害，并可引起低血钾及胃黏膜损伤，导致维生素 K 缺乏；庆大霉素长

期服用，可致低钾血症，钙、镁吸收下降，维生素 K 合成减少；四环素类抗生素

（如四环素、金霉素、多西环素等）可以与某些元素（如铜、铁、锌、锰、钴、钙、

镁等）结合形成不易被吸收的化合物，降低机体对药物及营养素的吸收。牛奶中

含这些元素较多，所以服四环素类药时不宜饮用牛奶；新霉素连续服用后会引起

大便中脂肪、氮、钠、钙、钾排出增加，并有维生素 B12、铁、乳糖、蔗糖吸收不

良；氯霉素可引起缺铁性贫血，降低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导致巨幼细胞贫血；

甲氧嘧啶可导致叶酸缺乏，长期服用可导致巨幼细胞贫血，血小板和白细胞下降，

所以用药时应定期检查血象。 

（2）抗酸药对营养素的影响：氢氧化铝可形成磷酸铝而与肠道内磷酸结合，

从肠道排出增加，从而呈低磷血症及高钙尿症，引起骨骼疼痛；碱性抗酸药可破

坏硫胺素，使之缺乏。并可与铁结合形成不溶解的化合物，而影响铁的吸收，所

以服药时应避免与铁剂同时服用。 

（3）抗结核药对营养素的影响：异烟肼可引起维生素 B6 缺乏而致神经炎，服

维生素 B6 可缓解；异烟肼与利福平可干扰维生素 D 的正常代谢，降低机体对钙的

吸收；对氨基水杨酸能影响黏膜运输机制，减少肠黏膜双糖酶，使叶酸、维生素

B12、脂肪、木糖的吸收受限。如每日 8 克，连续服用超过 1 年，可出现维生素 B12

吸收不良。若每日大于 10 克则会引起巨幼细胞贫血，停药后贫血可愈。 

（4）抗肿瘤药物对营养素的影响：环磷酰胺能影响脂肪吸收，使患者发生脂

肪泻；甲氨蝶呤会影响维生素 B12、脂肪、胡萝卜素的吸收；普卡霉素可引起低钙

血症，因为其有抑制维生素 D 的作用，降低机体对钙的吸收，抑制副甲状腺素的

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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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合理使用各种药物，以保障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利用。 

2   服西药也需忌口吗 

忌口，指的是在服药期间要避免吃某些食物。研究证明，有些食物会使药物

的作用增强，有些食物会减弱药物的作用，有些食物甚至会使药物的毒性增强或

产生毒性，因此，在服药期间要注意饮食禁忌。 

服中药需要忌口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服西药时的忌口却往往被人们忽略。西

药需要忌口的有以下药物： 

（1）服异烟肼时，忌食鱼类。鱼类中含有大量的组氨酸，组氨酸在肝脏的作

用下变为组胺，组胺又在二胺氧化酶作用下生成醛。异烟肼可抑制二胺氧化酶，

使组胺不能生成醛而在体内蓄积，发生中毒反应，出现头痛、头晕、结膜充血、

皮肤潮红、心悸、面部麻胀等症状。另外，服异烟肼时还要注意不能饮酒、不能

吃甜食。 

（2）服用帕西林和苯乙肼等药时，忌食鸡肝、鱼、酸奶、巧克力、奶酪、牛

肉、香肠、豆腐、扁豆及酒，否则会引起血压升高，甚至引起高血压危象和脑

出血。 

（3）服磺胺类药物和碳酸氢钠时，忌食茶、醋及酸性水果、肉类、禽类、蛋

类和糖，否则，这两类药物的药效会被降低。 

（4）服螺内酯、氨苯蝶啶和补钾时，忌食香蕉、香椿芽、菠菜、紫菜、海带、

花生、土豆、橘子、葡萄干、鱼等，这些食物含钾量高，易引起高钾血症，出现

胃肠痉挛、腹胀、腹泻及心律失常。 

（5）服用土霉素和四环素药物时，忌食牛奶及奶制品、豆制品、骨头汤、海

带、紫菜、荠菜等，这类食物含钙丰富，能与药物结合成一种牢固的络合物，从

而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药物的消炎作用，达不到治疗效果。 

（6）服降血糖药、镇静药、安神药、催眠药和呋喃唑酮时应忌酒，以免引起

低血糖昏迷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而导致死亡。 

（7）服左旋多巴时，忌食动物肝肾、肉类、蛋类、鱼类、豆类、奶制品、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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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谷麦胚芽及其他高蛋白食物和含维生素Ｂ6的食物。 

（8）服多酶片、胃蛋白酶、胰酶、淀粉酶等消化酶类药物时，忌食猪肝和饮

浓茶，因为它们可使酶制剂变性而失去活性。 

（9）服氨茶碱等茶碱类药物时，忌食牛肉、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以

免降低药物疗效。 

（10）服维生素Ｃ时，忌食猪肝。因猪肝中含有丰富的铜，铜会使维生素Ｃ氧

化而失效。 

（11）服维生素Ｋ时，忌食富含维生素Ｃ的山楂、鲜枣、茄子、番茄、橘子、

柠檬等，因为维生素Ｃ可分解和破坏维生素Ｋ，减弱其药效。 

（12）服硫酸亚铁等铁剂时，忌食茶、花生、葵花子、核桃，因为它们中所含

的鞣酸可使人体对铁剂的吸收显著减少。 

（13）服红霉素、甲硝唑、西咪替丁时，忌食牛奶、豆类及豆制品、骨头汤、

黑木耳、海带、紫菜、黄花菜等富含钙离子和镁离子的食物，因为它们能延缓或

减少机体对药物的吸收。 

（14）服阿司匹林、布洛芬时，忌食甜食，因为糖能抑制这类药物在人体内的

吸收。 

3   服药期间的饮食配餐需要合理搭配吗 

国内外药理学专家研究证明，服药期间的配餐是否合理对疗效有很大影响。

搭配合理，可促进药物的吸收，增强药效，减少或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如搭配

不当，则会降低药效，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服用脂溶性药物（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时，应进食脂肪类食物，

可促进药物的吸收。 

服用维生素 D 时，应多食含钙质食物，如鸡蛋黄、牛奶、豆制品等，以促进

骨骼生长。 

服用铁剂（硫酸亚铁、富马酸亚铁等）时，应多食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

水果，以增加铁盐的溶解度，有利于吸收。但不能与茶同服，茶会阻碍铁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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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 

服用保泰松期间，应忌盐，尽量吃低盐或无盐食物，可以减轻保泰松引起的

水肿和血压升高。 

服用可的松药时，应多吃高蛋白食物，如奶酪、脱脂奶粉、牛肉、鸡肉、花

生、大豆等，以减少和防止可的松类药物引起的促进蛋白质分解，抑制蛋白质合

成的副作用。 

服用甲状腺素时，应多食含钙质食物，如牛奶、豆制品、黑木耳、海带、芹

菜等；多吃含磷的食物，如花生、核桃仁、葵花子及水产品。 

服用利尿药时，要多吃些含钾的食物，如葡萄、橘子、香蕉、杏肉、西瓜等，

以补充体内钾的不足。要进低盐饮食，可提高药物的利尿效果。 

服用灰黄霉素时，要多食高脂肪性食物。因为灰黄霉素主要在十二指肠吸收，

高脂肪食物能延缓胃排空、促进胆汁分泌，而增加药物的吸收。 

服用左旋多巴时，应少食高蛋白食物。因为高蛋白食物在肠内产生大量阻碍

该药物吸收的氨基酸，使药效明显下降。 

服用呋喃妥因、四环素类、乌洛托品时，应多吃偏酸性食物，如肉、鱼、鸡、

面包、玉米、扁豆等，这样可提高尿液的有效浓度，增强药物的抗菌效果。 

服用驱虫药物后，应多吃纤维素较多的蔬菜，如萝卜、黄瓜、莴苣、叶类菜、

海菜类等，以增加肠蠕动，促使虫体随粪便排出。 

服用胃蛋白酶合剂时，应多食酸性食物，如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酸性果汁、

饮料、食醋等，可提高胃液酸度，增强疗效。 

服用苯巴比妥和苯妥英钠期间，应多吃含维生素 D 的食品，如牛奶、鸡蛋、

动物肝等，同时还应适当补充钙剂。 

服用避孕药物期间，应多食富含叶酸和维生素 B6 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肝、

肾、蛋黄、豆类等。 

4   服药时需要注意饮食调理吗 

许多药物的药效会受食物的影响。饮食配合得当，可增强药效；饮食配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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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使药效下降，甚至发生毒副作用。 

一般来说，食物在胃肠道里就像一道“屏障”，阻碍药物的吸收。因此，饭前

（饭前半小时左右）服药，要比饭后服药（饭后 15～30 分钟）效果好得多。 

事实上，大多数药物在空腹时用水服下，可以快速而充分发挥作用，不过，

也有一些药物如阿司匹林、吲哚美辛（消炎痛）等需要在饭后服用，这样可以减

轻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在饭后服用，还能使药效增强。这是因为胃液

能促进药物的分解，使它进入小肠后迅速被血液吸收，并送往全身各处。 

凡不指明用药时间的药品，均可在饭后服用。一般来说，服用下列药物，要

特别注意调理饮食。特别是长期、大量服用时，更应注意。 

（1）抗生素：用抗生素治疗尿路感染时，尿液酸碱度对药物有很大影响。四

环素、多黏菌素、新生霉素、氨苄西林、呋喃坦啶、环丝氨酸等抗菌药物，在酸

性尿液中的杀菌、抑菌作用增强。故应用这些药物时，应多吃酸性食物。 

所谓酸性食物是指含硫、磷、氯等矿物质较多的食物，如肉类、鱼、蛋、谷

类、豆类等。 

而链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氯霉素、头孢菌素、磺胺类药物，

则在碱性尿液中药效增强，故用这些药物时，宜少吃酸性食物，多吃碱性食物。 

所谓碱性食物是指含钾、钠、钙、镁等矿物质较多的食物，它们在体内的最

终代谢物常呈碱性，如蔬菜、水果、乳类等。 

考虑到抗生素对胃肠道的副作用，主要是由于胃肠道内菌群比例失调所致，

法国里尔大学推荐补充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服用抗生素的患者，每次服用抗生

素时，可饮一杯酸奶，既能治病，又可以减轻抗生素的副作用，促进食物消化。 

常用的抗生素，如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多西环素等，在与钙、镁、铁、

铜、钴、锰、锌等相遇时，可形成不能被吸收的化合物。因此，在使用这些抗生

素时，忌牛奶、动物肝脏，少吃海产品、豆类等。 

高脂肪饮食能明显影响红霉素的吸收，使其生物利用率仅为空腹时的 28%。

因为高脂肪饮食延长胃排空时间，使红霉素长期与胃酸接触、破坏，故宜空腹服

用。四环素、青霉素也应在饭前服用。 

（2）磺胺类药物：医生在给予患者磺胺类药物治疗的同时，常建议使用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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