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药监局试点“在老年患者常用的部分口服、外用
药品制剂中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的消息，再次引
发公众对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看不懂”的热议。

记者探访多家医院、药店，倾听老年患者对于适老化
药品说明书都有哪些期待。事实上，除了更友好的药品
说明书以外，老年患者还需要更全面的药学服务。

▶困扰◀
看了半小时 还是不明白

▶期待◀
用法用量、副作用禁忌要醒目突出

▶提醒◀
用药超5种 建议找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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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药品说明书，也还是搞不清
楚有些药能不能一起吃。”除了在医院开
药以外，高阿姨偶尔也会从药店买药，

“自己买的药跟长期服用的药是否有冲
突，那就不知道了。”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北京天坛医院
门诊二部药房旁的药物治疗管理门诊，
正是为了解决患者用药方面的疑问而开
设的。

“老人是我们的重点服务人群之一，
因为老人往往慢病种类多，用药也就更
为复杂，医生很难全面掌握老人的用药
情况。用药超过5种的老人，建议找药

师做评估。”在这间半透明的玻璃小屋
里，主管药师刘腾接待过不少老年患
者。“我们在门诊所做的用药指导，不仅
告诉老人这个药一天吃几次、每次吃几
片，而且是根据老人的健康状况、生活
习惯、用药依从性，以及可能出现的药
物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进行综合评估，
与老人一起制订个性化的药物治疗方
案。”

尽管药物治疗管理门诊目前对患者
免费，但刘腾还是会认真对待每一位前
来咨询的患者。“平均接诊时间都在半小
时以上，有些甚至会超过一小时，因为我

们不仅要解答患者的疑问，还要找出药
物背后隐藏的问题。”

此前，一位前来就诊的老人因为失
眠，长期服用安眠药。“老人也知道这样
可能会有一定风险，所以想问问这个安
眠药具体应该怎么吃。”在与老人的交流
中，刘腾敏锐地发现，老人的问题不在于
用法用量，而是药物本身已经不再适
合。在他的建议下，老人回到相关科室
找医生重新进行诊断，及时调整了用药
方案。

“由于老人身体机能衰退，用药以后
产生的不良反应或损害可能会更大，需

要格外重视安全性。”刘腾举例说，他汀
类药物有一定的肌肉毒性，与一些抗生
素类药物联合使用时，风险会增加。还
有个别患者长期不耐受，严重的还可能
引起横纹肌溶解，这些显然不是普通患
者能判断的，需要药师来评估。

在赵志刚看来，社区医院在老人用
药方面的指导也至关重要。“很多老人是
家庭医生签约患者，长期进行慢病管理，
而健康管理应当是一个涵盖医生、药师、
护士等多种角色的团队，药师可以为社
区老人提供更细致的居家药学服务。”

据《北京晚报》

药店为老人准备了放大镜

药品说明书“看不清”也“看不懂”
老年患者：我更关心这药治什么、一天吃几片

“说明书的字太小了，看不清。”83
岁的周大爷由于身体不适，来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就诊后取了治疗哮喘和过敏的
药。打开药盒，药品说明书上“字小如
蚁”的文字让他直犯愁。“我特别关心副
作用，本来就生病了，别再吃出来别的毛
病。”周大爷告诉记者，每次开完药，他都
会阅读药品说明书，但由于不得不拿着
放大镜在药品说明书上方缓缓移动，即
使只看自己关心的内容，也要花上不少
时间。

“看着太费劲！”在普仁医院，一位老
人拿着药品说明书仔细辨认上面的文
字。“我今年67岁了，看说明书只能这样
眯着眼看，一旦睁开眼睛，这些小字在我
眼前就是一片模糊。”老人一边比画着，
一边向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此次来医
院，他开了一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虽

然药品名称还算熟悉，但品牌和包装都
很陌生。“一个月前开的药是一片25毫
克，医生说一次吃一片。这次开的规格
不一样，一片是50毫克，得看看说明书，
确认一下用法用量。”几经尝试，老人终
究还是放弃了自己看说明书，重新问了
医生，得到一次吃半片的答复，这才放心
地离开医院。

“这说明书上的字太多！”72岁的高
阿姨打开一个降压药的药盒，翻开药品
说明书，向记者展示。正反两面的药品
说明书上，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其
中，还充斥着各种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

“我要是从头到尾看一遍，起码得看半个
小时，看完还不大明白。”

记者先后询问了十余位老人，发现
“看不清”“看不懂”药品说明书是老人们
普遍面临的两大难题。“反正看了也白

搭，还不如索性不看了。”75岁的赵阿姨
属于典型的“三高”人群，每次都要在医
院开上一大堆药，但她几乎从未打开过
药品说明书，“都听医生的，有时候怕记
不清，就直接让医生帮忙把一天吃几次、
每次吃几片写到药盒上，别的我也不关
心。”

在药店，多位营业员也说，来买药的
老人中，看不清药品说明书的情况很常
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给老人念说

明书上的信息。”有营业员介绍，店里还
准备了放大镜，方便老人阅读说明书。

“有些说明书上的字连我看着都困难，更
别说老人了。”

家住团结湖的刘大爷今年 86 岁，
虽然有时会到家附近的药店买药，但一
般只买创口贴这样的外用药或者以前
吃过的药。“自己看说明书看不清，所以
都是去医院，听医生告诉我该怎么吃
药。”

在老年患者心目中，适老化的药品
说明书究竟该长啥样？

“内容简单点，直接告诉我这药治什
么、一天吃几片、需要注意什么就行了。
可以把字号放大一点，再给画画重点，至
于其他内容，有没有对我来说都无所
谓。”在普仁医院，高阿姨拿着药品说明
书翻来覆去找了两三分钟，终于在反面
找到了针对老年患者的注意事项。“你
看，这说明书上面给老人的提示其实只
有这么一点，结果我得找半天。”

看着药品说明书上天书般的化学结
构式、分子式，患者刘大爷也直摇头，“像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根本没用。那些
真正有用的内容，反倒不容易找到。”和

刘大爷一样，很多长期服药的老年患者
对药品说明书上的药理毒理等内容并不
感兴趣，他们更在意的是用法用量、服用
时间、相互作用和禁忌等与日常用药有
关的信息。

“药品说明书最好能有两个版本。”
邢阿姨建议，其中一个版本是给医生或
者药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看的，内容可以
全一点，另一个是给普通患者看的，简明
扼要一些。“二者的差别不光体现在字数
的多少上，还有表述方式上，给普通患者
的那个最好能更通俗、更接地气一点，也
可以再配合上音频或者视频。”

到哪儿能找到这样的药品说明书？
在北京天坛医院门诊二部药房旁，记者

看到了“天坛药师佑您健康”的微信公众
号二维码。

“大约 10 年前，我们医院曾经牵头
做过一个项目，全国有上百家医院的药
师共同参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
专业性强的药品说明书，‘翻译’成老百
姓看得懂的药品说明书（国际上称为
CMI，是消费者用药信息的英文缩写）。”
据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赵志刚介
绍，患者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查询
到8000多种药品的CMI信息。

记者在“患者用药信息”中输入“阿
托伐他汀钙片”，发现不仅文字内容更加
简洁，而且呈现顺序有所调整。列在最
前面的甚至不是药品基本信息，而是“特

别警示”，提醒有活动性肝病或不明原因
血氨基转氨酶持续升高的患者禁用。此
外，还专门列有“在使用本品前患者请务
必告知医师确认的事项”，比如，患有肝
病，以及同时服用抗凝血药或者免疫抑
制剂等情况。之后则是大多数老人最关
心的使用方法和副作用，以及药物相互
作用和生活注意事项。

“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后续还
有信息更新和维护等工作，需要更多力
量支持，才能持续运转下去。”赵志刚
说，字号放大或许能解决“看不清”的问
题，但这远远不够，“内容是关键，药品
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要解决‘看不懂’的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