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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用药常识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日常生活中，如果身体发生一些小病小伤，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疗。因此，家庭小药箱是现代家庭必备品。药箱中可以存放

一些常用药，以及一些处理小创伤时可能用得到的工具，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家庭应常备哪些药物和工具？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非处方

药？到药店购药应注意什么？中药和西药能否同时服用？不同年龄阶段用药

有什么注意事项？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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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常备药物和工具

家庭常备药物品种应根据季节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加以选择和增减。如家中

有胃病或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须按医嘱备有必需的药品。一般

来讲，家中应必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常用药，以及一些慢性病常用药和外伤药。

家庭备药的目的只是应急用于一些小病小伤，对没有明确诊断或症状较重的疾病，

尤其是在服药后效果不好时，应及时上医院就诊，以免延误了病情。

家庭常备药物

 ●感冒药、解热镇痛药：如新康泰克、快克、

维 C 银翘片、白加黑、护彤、芬必得、泰诺

林等。

 ●镇咳祛痰药、平喘药：如沐舒坦、咳必清片、

复方甘草片、万托林等。

 ●防治消化不良药：如吗丁啉、健胃消食片、

胃蛋白酶、大山楂丸等。

 ●止泻药、通便药：如思密达、酚酞片等。

 ●解暑药：如十滴水、仁丹等。

 ●抗过敏药：如扑尔敏、息斯敏等。

 ●晕车药：如茶苯海明片、胃复安片、东莨菪

碱贴片等。

 ●降压药：如氢氯噻嗪片、复方利血平片、尼

莫地平片等。

 ●防治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复方丹参滴丸等。

 ●维生素类药：如维生素 A、维生素 B2、维生

素 C、维生素 E 等。

 ●五官科用药 : 加替沙星滴眼液、滴鼻净、复

方氯己定含漱液等。

 ●皮肤科用药：如百多邦、达克宁、皮炎平等。

 ●跌打损伤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正红花油、

创可贴等。

 ●选购药物要有针对性，品种要少而精。

 ●家庭常备药物应放在干燥、阴凉、通风处保

存。

 ●药物应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以免误服。

 ●要定期检查药品是否变质、过期。

家庭药箱应常备镊子、剪刀、纱布、

胶布、无菌棉球、体温计等。

注意事项

药箱常备工具



3一、家庭用药常识

2. 正确使用非处方药

非处方药是指为方便公众用药，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经国家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或审定后，不需要医师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开写处方即可购买的药品，一般

公众凭自我判断，按照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就可自行使用，简称 OTC 药。这些药

物大都用于多发病、常见病的自行诊治，如感冒、咳嗽、消化不良、头痛、发热等。

非处方药一般具有安全性高、疗效确切、毒副反应小、质量稳定、易于贮存等优点。

甲类非处方药 乙类非处方药

非处方药分类

非处方药分为两类，有统一的标志，红

底白字的是甲类，绿底白字的是乙类。乙类

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除可在药店出售外，

还可在超市、宾馆、百货商店等处销售。

正确购买和使用

对于无法自我判断的疾病，则应及时到医

院就诊。　

虽然非处方药安全性相对较高，但如果

缺乏医药知识，盲目购买使用，反而会贻误

诊治或加剧病情。那么，如何正确购买和使

用非处方药呢？

 ●明确疾病诊断：购药前根据症状，结合自

己的医药常识，对疾病做出明确判断，或

向专业销售人员咨询，以便准确选择药品。

 ●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购买前详细阅读药

品说明书，将适应证、用法用量及不良反

应、禁忌证等内容与自己的症状对照，判

断适用与否。　　 

 ●索取购药凭证：购买药品后要求开具发票，

写清药名等，妥善保存，以防不测。　　

 ●准确用药：遵照药品说明书，结合患者的性

别、年龄、体重等因素，掌握用法用量、疗

程，不可用量过大。

 ●检查有效期：使用药品前，要对生产日期、

有效期及贮存条件等详细检查，若已过期，

则不能使用，否则会降低或失去疗效，甚至

产生毒性反应，危及生命。

 ●注意配伍禁忌：有些患者用药存在贪多心

理，认为品种越多越有效，但若药物配合不

当，品种越多，毒副反应越严重。因此，药

物联用时要征求医生意见。

警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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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避免重复用药

药物的治疗量有严格的限制，用量太小起不到治疗作用，用量过大则会出现毒

副反应，超过最大治疗量时还可导致死亡。一般情况下按照药品说明书或医嘱用药，

不会出现药物过量。但在进行自我治疗时，常会出现重复用药问题，由于重复用药

而导致药物过量的危险性需要特别警惕。

实用技巧

 导致重复用药的原因

 ●一药多名：目前广泛使用的药品名称包括

通用名和商品名两类。通用名是国家药典

委员会规定的标准名称，一种药品仅有一

个，任何药厂生产的同种药品都必须使用。

药品的商品名又称为商标名，是不同药厂

生产的同一药品可以起的不同的名称，

从而造成一种药品可有数个或数十个商品

名。作为消费者，大多对通用名看不懂、

记不住，更多的是认同商品名，以为不同

的商品名就是不同的药品，因此，在生病

时，有可能同时服用不同品牌的同一种药

品，无形中使同一药物的剂量增加了许多，

从而对人体造成损害。

 ●同时服用单方制剂和复方制剂：患者同

时服用两种以上含有同一药物成分的单方

或复方药物制剂时，也有可能造成用药过

量。例如，治疗感冒发热时，口服对乙酰

氨基酚片每日3次、每次1片(每片含量为

0.5克)，同时又口服复方制剂维C银翘片每

日3次、每次2片(每片中对乙酰氨基酚含量

为0.105克)；这样对乙酰氨基酚的实际用

量为每日2.13克，超出安全剂量0.13克。

 ●一种药物多种剂型：为了满足治疗的需求，

有些药物常被制成多种剂型。患者如果使用

不同剂型的同一种药，也可造成用药过量。

例如，吲哚美辛的制剂有片剂、栓剂、胶囊

剂等，患者使用吲哚美辛一日剂量不能超过

150 毫克，如果治疗慢性疾病每日使用 1 粒

100 毫克的栓剂，又因急性止痛口服片剂每

日 3 次、每次 1 片 ( 每片 25 毫克 )，便可造

成药物过量，引发肝、肾损害。

1就诊时应主动把自己目前服用

药品的情况向医生说明。

2用药时要仔细阅读说明书，认

清药品的通用名。

3同时服用几种药品时，一定要

看清楚药品所含的成分，若有相同

的成分，要咨询一下医师或药师。

4使用多种制剂时，应查看是否

是不同剂型的同一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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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

生活中，很多人由于缺乏医药知识，会出现错误用药的情况；也有一些人不听

医生的劝告，擅自用药，这样不仅不利于治疗，反而会危害健康。家庭用药常常存

在以下几种误区。

随意增减药物用量

有的患者治病心切，擅自加大剂量；有

的害怕药物的不良反应，擅自减少剂量。用

药剂量过大可能导致中毒；用药剂量过小可

能贻误病情，甚至产生耐药性。

随意更换药物

药物疗效的发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

同的疾病治疗疗程也不同，有的慢性病患者

听说有“特效药”，在疗程还未结束时就随

意更换治疗药物，这样不仅不利于治疗，还

会使病情复杂化。

突然停药
很多慢性疾病需要长期坚持用药以控制

病情、巩固疗效，如抑郁症、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等，如停药应在医生指导下逐步进行，

不要擅自停药，否则会导致旧病复发，甚至

危及生命。

服药断断续续
很多患者不能按时定量服药，有的工作

忙时忘记服药，有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停药，

服药时断时续。如果不按时服药，药物在血

液中的有效浓度达不到，就可能无法控制疾

病的发展。

服药方式随意
 ●躺着服药：躺着服药药物容易黏附于食管

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刺激甚至损伤食

管，引起咳嗽或局部炎症，所以，最好取

坐位或站姿服药。

 ●干吞药：有些人为了省事，不喝水，直接

将药物干吞下去。一方面，干吞药可能与

躺着服药一样损伤食管，甚至程度更严重 ;

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

些药物容易在体内形成结石。

 ●用饮料送药：牛奶、果汁、茶水、可乐等

会与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可能影响疗效，

甚至导致危险。正确的方法是用温度适中

的白开水送药。

以病试药

有人患了疑难杂症，久治不愈，到处找

偏方、验方使用，结果使自己病情加重，失

去治疗时机，难以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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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儿童合理用药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各个器官发育尚未成熟，对疾病的易感性强，应激

能力低，并且对药物反应敏感，不合理用药对其损害更大。目前，我国儿童合理用

药形势不容乐观，滥用抗生素、成人药减量用于儿童的情况普遍存在。

实用技巧

1家长应注意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但婴幼儿用非处方药也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儿童用药尽量选用儿童剂型，最好选择上市时间长、知名度高的品牌。如果没有儿

童剂型，不能擅自把成人用药减量给儿童服用，要严格遵照医嘱。

3儿童用药能口服不输液，不要盲目静脉用药。

4儿童使用抗生素必须遵医嘱，在医生指导下足量、足疗程使用。

5儿童用药后，家长要注意观察有没有不良反应，如有不良反应，要及时咨询医生或

就诊，就诊时说明用药情况或携带服用药品。

6家里药品要妥善存放，避免儿童接触。

7营养补充剂要根据儿童营养状况科学使用。

 儿童用药误区

 ●滥用退热药：儿童大脑发育尚未完善，体温

调节中枢功能薄弱，发热就是孩子有病的信

号，如果一发热就用退热药，常常掩盖病情，

给诊断带来困难，耽误治疗。因此，小儿发

热时应查明原因，再做对症治疗或病因治疗。 

 ●滥用抗生素：有的家长发现孩子感冒发热，

便盲目使用抗生素，甚至联合几种抗生素治

疗，这样很可能导致中毒、过敏，并可能导

致耐药现象。

 ●拒绝使用抗生素：有些家长了解到抗生素的

种种危害，拒绝使用抗生素。而在病情需要

的情况下，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必要的。

 ●使用成人药物：很多家长把成人药减少剂量

给儿童使用。然而，儿童脏器发育不完善，

酶系统、代谢系统均未发育成熟，许多药物

对儿童不宜。

 ●糖水服药：糖中的矿物元素可与中药中的蛋

白质起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有些药物恰

恰是利用苦味而发挥疗效的，若在药中加

糖，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滥补营养品：一些家长长期给孩子使用昂贵

的营养品，盲目补钙、补充维生素，却不知

道这些营养品中有的并不适合儿童胃肠道吸

收，有的含有一定量的激素或类激素物质，

用之过多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导致早

熟或影响发育。



7一、家庭用药常识

6.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合理用药

孕妇在整个孕期难免患病，为保障孕妇与胎儿安全，必须及时治疗，而不能因

恐惧药物对胎儿有所影响而拒绝治疗。否则可能延误病情，导致流产、早产或死胎。

但药物可以通过胎盘直接影响胎儿，也可以通过母体发生变化而间接影响胎儿。因

此，在孕期合理用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哺乳期妇女用药也应当慎重，虽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通过血液进入乳汁，但

仍有许多药物可以通过母乳影响婴儿。

孕妇不可滥用的药物

 ●已经确定有致畸作用的药物：①各种抗癌

药物，如氮芥、环磷酰胺等；②激素类药

物，包括糖皮质激素及雌、孕激素；③降

血糖药物，如甲苯磺丁脲、氯磺丙脲、降

糖灵等；④镇静催眠及麻醉药物，如利眠

宁、地西泮、反应停等。 

 ●可能致畸的药物：①抗癫痫药物，如苯妥

英钠；②甲状腺疾病用药，如丙硫氧嘧啶、

他巴唑等；③维生素类药物，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不可在孕期盲目大量应用； 

④在常用的抗生素中，青霉素是比较安全

的，至今尚未有致畸报道。而链霉素、四

环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氯霉素，以

及磺胺类和呋喃类药物均有致畸的可能，

孕妇应慎用。 

 ●中药也不可滥用。一般认为中药比较温和

安全，毒副作用较小，但是在孕期，同样

不可滥用中药，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哺乳期妇女用药原则    

 ●哺乳期妇女在使用任何药物之前，应充分了解

此药物对婴儿有无影响。用药应坚持以下原则：

能局部用药的不全身用药，能口服的不打针，

能用老药的不用新药。 

 ●如果确实需要用某种对婴儿有影响的药物，可

暂停哺乳，等药物从母体中代谢完毕后再恢复

哺乳。若患有恶性肿瘤、精神病、甲状腺功能

亢进（简称甲亢）等慢性疾病时，应停止哺乳。

小提示

研究和调查表明，烟、酒亦为致

畸因素。妇女在孕前 1 个月及妊娠后

应禁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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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老年人合理用药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器官功能逐渐衰退，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与青壮年不同。同时，老年人往往体弱多病，用药种类多，药物不良反应较多。因此，

老年人用药须十分小心谨慎。

     合理选择药物

 ●老年人的疾病产生原因比较复杂，相同的

症状可能由不同的疾病及病因所引起，因

此选用药物也要有较强的针对性才能达到

预期的治疗目的。例如，咳嗽有可能是感

冒引起，也有可能是支气管炎引起，还有

可能是肺炎甚至是肺部肿瘤等引起，都必

须根据症状与体征寻找病因、选准药物、

足量足疗程用药。

 ●另外，老年人用药一定要掌握少而精的原

则，选择药物时要考虑到既往疾病及各器

官的功能情况。尽可能选择疗效确切而不

良反应少的药物进行治疗，并且密切观察

疗效与不良反应情况，以便及时处理。 

     掌握用药剂量

老年人对药物耐受能力差，个体差异大，

药物半衰期延长，因此用药剂量应根据年龄、

体重和体质情况而定。对年龄较大、体重较

轻、一般情况较差的老年患者应从“最小剂

量”开始。如能进行血药浓度监测，则可更

准确地根据个体差异调整用药剂量。 

     密切观察

在老年人用药期间，应密切观察变化，

一旦发生任何新的症状或体征，包括身体、

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变化，要考虑到药物反应

及病情变化，尽快就诊，必要时暂停正在服

用的药物。多数药物不良反应在停药后数日

至 3 周内消失。 

     注意联合用药

老年人往往因多种疾病共存，常出现服

用多种药物同时治疗的情况。老年人用药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随着用药种类增加而增高。

对老年人用药要仔细、具体地分析现阶段的

病情，抓住主要矛盾，选用最主要药物进行

治疗。

实用技巧

对老年人用药更要慎之又慎，

千万不要自行买药吃，也不能随便服

用家里保存的药物，更不能自行服用

多种药物，否则易产生不良后果。老

年人用药要以既要达到治疗目的，又

不影响老年人的其他器官功能，促进

患者早日康复为原则。



9二、家庭常用药物

二、家庭常用药物

了解了家庭用药的基本常识，在家中自行治疗时我们就知道如何合理用

药。下面介绍一些家庭常用的药物，包括常用的感冒药、止泻药、解暑药、晕

车药、跌打损伤药等，帮助大家了解各种常用药物的特点、使用方法、注意事

项等，还有一些小贴士，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些药物使用的小窍门等。除了一

般家庭必备的药品外，有慢性病或特殊疾病患者的家庭还应必备一些特殊药

物，包括一些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处方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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