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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疗效
。

造成上述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主观认识

不足
。

《药品管理法》
、

�中国药典》属 国家法

典
,

具法定约 束力
,

医务工作者应严格遵循
,

不得随意修改
。

就其内容而言
,

都是 多年研

究和工作总结
,

也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

轻视

不得
。

另外社会上的偏见也对医务工作者产

生一定的影响
,

如前不久一家报刊声称
�

某医

院医生开处方时
,

将熟知的药名写得很复杂
,

似乎在故弄玄虚
。

�中国药典 � � � � � 年版对药名作 了两方

面的改动
�

一是外文名称取消拉丁名
,

采用英

文名 �二是 以采用国际非专 利命名法 ��� � �

的中文译名为主
。

使用规范的药典名
,

有利

于我国医药事业与国际接轨
,

有利于提高文

献检索速度
,

体现 了医疗文书的科学性和严

肃性
。

另外使用规范药名还有利于药名市场

的管理
,

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

具有深

远的社会意义
。

老年患者用药大处方商榷

蔡长春 孙连升
‘

石 磊

�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石家庄 ��� �  ��

摘要 本文随机调查了 巧。例 ��
�
以上老年患者用药情况

,

其中一次用药在 �� 种以上者占 �� �
�

有药

物不良相互作用者占 �� �
,

重复用药占 �� �
,

剂量未调整者占 �� �
,

应根据老年患者的生理
、

病理情况调整

剂量
,

合理联合用药
。

关键词 老年病人 �大处方 � 药物相 互作用

随着社会老龄 人口的增多
,

老年人就诊

率上升
,

用药机率增高
,

我院 � �� 年 � 一 ��

月住院病人处方 ��� ��� 张
,

其中 ��� 以上的

老年病人处方 �� ��� 张
,

占住院病人总处方

数的 ��
�

�� �
,

由于老年人常患多种疾病
,

且

多种药并用
,

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

随

机调查了来我院就诊的 �� � 例 � �� 以上老年

患者用药情况
�

,

现分析如下
。

一
、

临床资料

�一�一般情况

� �  例老年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最小 ��

岁
,

最大 �� 岁
,

病程 最短者 ��
,

最长者达

� � �
,

� � � 患有 � 种以上慢性疾病
,

其中以心

血管系统
、

呼吸系统
、

内分泌系统
、

神经 系统

疾病和癌症患者居多
。

, 白求恩医学专科学校

�二�用药情无

调查的 � �  例老年患者中
,

一次用药最

少者为 � 种有 � � 例占 ��
�

� � � � 用药 � 一 �

种者 � � 例占总人数的 ��
�

� � � � 一次用药 ��

一 �� 种者 � � 例
,

占总人数的 � �
�

� � � � 一次

用 药 巧 种 以 上 者 �� 例
,

占 总 人 数 的

� �
�

� � �
,

其中最多的 � 例为 � 次用药 � � 种
。

�� � 例患者的用药中
,

有可预见到的药物不

良相互作用者为 �� �
,

重复用药者为 �� �
,

剂量未调整者占 �� �
,

分析出现问题的原

因
�

其一
,

重复用药多
。

如 � 例 ��� 的患者 �

次服药 �� 种
,

仅祛痰平喘药 � 次 口服 � 种

�二经丙茶碱 �
�

� �
,

盐酸澳 已新 �� � �
,

复方

茶碱片 �
,

片
,

远志合剂 �� � �
,

川贝批把糖浆

�� ��
,

复方甘草片 � 片均为每 日三次 �
。

其

二
,

患者的依从性差
,

自行服药甚多
。

如有位
·

� � � 的患者
,

每 日服用 � � 种药物
,

除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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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物 �� 种外
,

还 自行加服的药物有 ��

种 �另有些老年患者找医生点名要药
。

其三
,

医务人员缺乏联合用药知识
,

不清楚药物 间

不良相互作用
,

在调查中
,

一张处方中出现可

预见到的药物不 良相互作用多达 � 处
。

二
、

讨论

基于以上原因分析
,

笔者对减少老年患

者大处方用药提出以下几点
�

�一 �医
、

药人员要认识到药物 不 良反应

的严重性
,

加强这方面知识的学 习
。

老 年人

各个组织
、

器官都发生退行性变化
,

生理和药

物代谢均与成年人有差异
,

药物体内半衰期

延长
,

对药物不 良反应的敏感性相对增加
,

有

些药物在常规剂量下即可引起老年人的肝
、

肾功能损害
,

因此需要 医务人员对老年人用

药的剂量作必要的调整
,

对药物间不 良反应

有足够的认识
,

加强 合理联 合用药知识的学

习
。

�二 �减少用药大处方的前题
,

首先是 明

确诊断
,

找出病因
,

这样才能做到针对性的用

药
。

避免那种头疼 医头
,

脚疼 医脚的盲 目性

用药
。

这样
,

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用药品种
,

减

少重复用药
,

同时也降低 了药物不 良反 应的

发生率
。

�三 �老年患者就诊
,

医生应详细 了解就

诊前的用药史
,

以利 医生调整用药和避免重

复用药
。

�四 �老年病人应按医嘱用药
,

增强用药

的依从性
。

老年患者 多患慢性病
,

有的病程

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

自认为
“

久病成医
” ,

自行服药
。

另有些病人有病乱投 医
,

向多位

医生求医开方
,

造成多药并用
,

导致药源性疾

病的发生
。

�五 �医
、

药人员配合
,

检查所用药物的药

理作用和从体内消除的方式
,

监 测病人用药

疗效和不 良反应
,

当遇到老年人所伴发的症

状与药物不良反应相类似时
,

就应考虑到这

是否是用药引起的问题
。

�上接 第 � � � 页�

地奥心血康胶囊 �� �
,

每次 � 粒
。

服药 � � 后
,

患者背部及上肢皮肤出现了阵发性针刺样痛

痒
,

无法 忍受而 拼命抓 挠
,

每次持续 � 一

�� � 
,

然后痒感 消失
,

每天却发作 � 一 � 次
。

查体无异常
,

皮肤均为正常
。

患者 以前曾多

次服维生素 �
、

维生素 � 等
,

未发生过不 良反

应
。

患者这次服地奥心血康胶囊尚属首次
,

故认为可能与地奥心血康有关
。

患者要求换

它药治疗
,

停服地奥心血康胶囊 �� 后
,

皮肤

痰痒逐渐停止
、

间隔了一段时间
,

由于其它药

物疗效较差
,

医师建议患者再次使用地奥心

血康治疗
,

但服药 � � 后痰痒症再次发生
,

而

被迫停服地奥心血康改用其它药物治疗
。

例 �
�

女
,

���
,

门诊患者
,

� � � � 年 �� 月因

胸闷等不适来院就诊
,

心 电图检查
,

有早搏
、

心律不齐等
。

服地奥心血康治疗
,

地奥心血

康胶囊 由中科院成都地奥制药公司生产
。

批

号 一 � � �  � �
,

�� �
,

每次 � 粒
,

服药第二天就出

现了上身皮肤针刺样痰痒
,

经检查无丘疹等

皮肤病变
,

用息斯敏抗 过敏治疗
,

效 果不 明

显
,

停服地奥心血康后
,

痰痒症状逐渐消失
。

讨论
�

从以上 � 例患者发生的针刺样皮

肤痰痒症来看
。

与 服用地奥心血康 胶囊有

关
,

因停服地奥心血康胶囊后
,

痰痒症才能慢

慢停止 �而且两例患者发生痰痒后
,

用抗过敏

药物均不能奏效
,

研究其原 因可能是地奥心

血康引起的神经性皮肤过敏痰痒症
。

其痰痒症虽对患者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

但影响患者的休息和情绪
,

提示医药工作人

员在使用地奥心血康时应向患者做好解释工

作
,

若发生痰痒症
,

应立即停服
,

以解除患者

的其它顾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