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咳”不容缓巧应对，正确选择祛痰药
专家提醒：服祛痰药时应避免同时服强力镇咳药

他汀类药物作为最为经典和有效
的降脂药物，被广泛应用于高脂血症人
群。胆固醇的合成有昼夜节律，夜间合
成最多，所以大多数他汀类药物都建议

在临睡前服用。对于绝大部分患者来
说，即使血脂已经恢复正常了，也需要
继续服用他汀类药物，但需要定期监测
血脂等指标。他汀类药物与许多药物

之间都有相互作用，在合并使用其他药
物时，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药师。此外，
在服药期间也不要食用西柚或者西柚
汁，会增大对肝脏和肌肉的损害。

颗粒剂、干混悬剂：需用温开水搅
拌溶解后服用。

口服液体制剂：用量杯或按瓶体
刻度精确倒取，不可用嘴直接接触瓶
口服用。

混悬剂、糖浆剂及其他液体制剂：
需精确量取药液，服药前应充分摇匀。

泡腾片：不可直接吞服，在服药前
需先将药片加适量温水完全溶解，待气
泡全部消失后再口服。

咀嚼片：在口腔中咀嚼或吮服使其
溶化后吞服。

分散片：如果孩子还小，不能吞
咽片剂，大部分分散片可以用水化开
后喂服。

滴眼药水前一定要彻底清洗双
手，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眼睛。眼
药水每滴药液的平均体积约 40 微升，
已经超出了结膜囊容量。因此当眼

药水滴入后，大约有一半的药液从结
膜穹窿溢出流出眼外，这是正常的现
象。一滴眼药水已达到治疗剂量，无
需增加药量。

周国华教授建议滴完眼药水后，用
手指轻轻按压眼内角鼻泪管处，至少2
分钟，以减慢药液排入鼻子，从而增加
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药物发挥作用不仅取决于药物本
身，还取决于人体对药物的反应。如
口服药物需经过吸收、分布才能到达

相应的部位，因此药物在血液中浓度
的升高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达到生
效浓度，也需要给药物发挥药效作用

的时间，通常无法做到立马起效。频
繁换药可能导致药物浓度不足，影响
治疗效果。

一般来说，药名中带有“咀嚼片”字
样的药品都建议充分咀嚼后服用。嚼
碎后服用有利于加速药物的释放，从而
加速药物在消化道内溶解吸收，以充分

发挥药效。
消化系统用药中主要是一些抗酸

药、胃黏膜保护药及助消化药需要嚼
碎服用。如复方氢氧化铝、铝碳酸镁

等，适合在饭前半小时嚼碎服用。紧
急情况下使用心血管系统用药如心
绞痛发作时，可将硝酸甘油嚼碎后舌
下含服。

生活服务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姬国庆 校对：丰雁 版式：申宝超

吃药时应该喝多少水是有讲究的，
每种药物都有自己的“最佳饮水量”，只
有喝对了，才能保证药效。

以下药物服药时应当多喝水：磺

胺类以及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等喹
诺酮类抗菌药物、抗痛风类药物、布
洛芬等解热镇痛类药物、双膦酸盐类
药物。

有些药物的起效方式特殊，用药时
要少喝水，如胃黏膜保护剂、部分止泻
药物、糖浆类止咳药等。

据《扬子晚报》

祛痰药和强力镇咳药不可同时服用！
“咳”不容缓应该如何选择祛痰药？药吃了没什么效果要不要换一种？11月28日，江苏省2023年“全国

安全用药月”活动在南京启动。启动仪式上，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药学科主任、主任药
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省药学会药物基因组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周国华对2023年十大用药提示进行解读。

最近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很
多患者退烧后会咳个不停。周国华教
授说，当咳嗽无法顺利将痰液排出时，
就可考虑使用祛痰药进行对症治疗。

专家提醒，祛痰药只是肺炎、支

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一个
方面，很多时候还需要联合其他多种
药物进行综合治疗。周国华教授强
调：“使用祛痰药时应注意避免同时
使用强力镇咳药，因为祛痰药通过溶

解和稀释黏痰，增强纤毛运动促进痰
液排出，此时合用强力镇咳药，会使
得痰液无法咳出，无法达到祛痰的目
的，只有剧烈咳嗽者才需要镇咳药进
行控制。”

秋季腹泻怎么办，及时干预保健康
专家提醒：蒙脱石散服药后2小时内应禁食禁水2

口服补液盐：儿童腹泻可选择口服
补液盐III。使用补液盐III时，将完整
的一袋补液盐用 250 毫升温开水溶
解。放凉了可隔水加热，不要直接往里
添加热水。

微生态制剂（活菌制剂）：益生菌宜
餐后服用，活菌制剂可用温开水送服，
但温度不应高于40℃。

止泻剂：常 用 的 有 蒙 脱 石 散 。
服药后 2 小时内应禁食禁水；与一

般药物联用建议间隔 2 小时以上，
联用抗菌药物或微生态制剂时，建
议先服抗菌药物，再用蒙脱石散，微
生态制剂放在最后，三者要间隔 1
小时～2 小时。

心梗悲剧时发生，科学预防是关键
专家提醒：高危人群需服用药物进行预防3

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很多，其
中很大一部分与生活方式有关。想
远离心血管疾病，生活中要注意：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和药物
预防。对于高危人群，尤其是发生过
心梗的人群，应积极开展二级预防。

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选择服用药物预
防心肌梗死，改善预后，切不可随意
停药。

不可忽视高血压，合理用药不乱来
专家提醒：小剂量多药联合优于大剂量单药4

周国华教授介绍：“降压药物使用
应遵医嘱，小剂量起始，优先选择长效

制剂，可以维持血压长效稳定；联合用
药，小剂量多药联合优于大剂量单药；

个体化用药，要兼顾患者的耐受性和药
物的有效性。”

降脂常用他汀药需注意服药时间
专家提醒：服药期间切勿食用西柚5

儿童常用口服药，不同用法要知道
专家提醒：3岁以下儿童不宜直接吞服6

滴眼药水无需多，1滴～2滴达到治疗量
专家提醒：滴完后建议用手指按一按7

药物治疗有疗程，频繁换药扰疗效
专家提醒：频繁换药会导致药物浓度不足8
药物种类有不同，有些嚼服更有效
专家提醒：一些助消化药物适合饭前半小时服用9

服药用水需注意，喝多喝少有讲究
专家提醒：服用退烧药物后要及时补水10

专家解读2023年十大用药提示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牛羊等反刍
动物的肉和奶中有一种物质能激活抗
肿瘤的免疫细胞，有潜力帮助对抗多
种癌症。

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
牛羊等反刍动物的肉和奶中含有一种
反式异油酸（TVA），它能增强一些免
疫细胞的抗肿瘤活性，从而帮助抵御
癌症。

研究显示，患有黑色素瘤的小鼠
摄入富含TVA的食物后，肿瘤生长相
比对照组受到抑制；在淋巴瘤患者群
体中，血液中TVA含量高的人接受免
疫疗法的反应更好；对从人类患者体
内提取的白血病细胞的实验显示，
TVA 可提升免疫疗法药物杀死这些
细胞的能力。

据介绍，TVA 存在于人类母乳
中，但人体通常不产生这种物质，其来
源主要为食物摄入。

虽然TVA有帮助抗癌的潜力，但
研究人员不建议人们为此摄入过多肉
类和奶制品，因为吃太多红肉等可能
增加患乳腺癌、直肠癌等风险。研究
人员说，可能摄入富含相关物质的补
剂比直接吃这些食物更有效。

据新华社

新研究：

牛羊的肉和奶中
一种物质有助抗癌

人们脖子上经常会有一些小肉
球，很多人因为怕传染家人而到门诊
要求祛除。天津市海河医院皮肤科副
主任医师周书会，为大家进行科普。

颈部这些小肉球最常见的就是皮
赘或者丝状疣。这两种病的表现有相
似之处，但病因完全不同，临床上非常
容易混淆。皮赘又称软纤维瘤，常见
于中老年、绝经期后的妇女，孕期、哺
乳期妇女和肥胖患者，为良性肿物，没
有传染性。为高出皮面的柔软带蒂赘
生物，多为肤色或者深褐色，多发于颈
部、腋窝和腹股沟等褶皱处。丝状疣
好发于颈部、额头、眼睑等处，表现为
细长的丝状突起，常伴有顶端角化，是
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皮肤黏
膜所致的良性赘生物，具有传染性，可
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传播，直接接触
患处可引起感染，或与患者共用毛巾、
其他个人物品也可导致传播。

二者虽是不同疾病，但对于它们
的治疗方法却有一定相似之处。皮赘
只是影响美观，所以大可不必紧张，可
以使用冷冻、电烧、二氧化碳激光治
疗。丝状疣因为有传染性，一经发现，
应尽快治疗，可以采用二氧化碳激光
灼烧、液氮冷冻、微波治疗。另外，建
议大家不要抓、挠、抠丝状疣，不要与
患者共用毛巾，洗澡、洗脸时避免擦伤
皮肤，皮肤破损是HPV感染的一个重
要因素。

据《今晚报》

脖子上的小肉球
医生教你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