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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就要吃药，这是常识。但对待药物，人们心态
复杂。日前，中国药学会公布了“2018 年公众用药误
区”，特别提到了我国患者常见的不敢用药、滥用药物、擅
自停药等误区。实际上，人们对待药品的态度往往更加
复杂，曾有专家说过：“患者的错误心态需要调整，否则不
仅延误治疗，还会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下面，本报为读
者总结了7个用药的错误心态，方便大家走出误区，合理
健康的用药。

错误心态一：畏惧心理，不敢用药

一些患者在感觉病情好转或症状减轻后自行停药。
药物治疗需要一定时间，尤其是感染性疾病，要有足够疗
程，才能彻底控制感染，疗程不够就可能转为慢性感染。
还有一部分人对终身用药持抵触情绪。有些慢性病，如
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需要坚持终身服药，不能
随意停药，如果患者依从性差，服药不规律，容易导致病
情反复，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常见的不能突然停用的药物有降压药、降糖药（胰岛
素）、抗癫痫药、抗抑郁药等。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
疾病人群，即便药物存在某些不良反应，也要综合权衡风
险和受益的关系，如果受益大于风险，就应当坚持用药，
同时采取措施降低药品不良反应的影响。

错误心态二：依赖心理，过度用药

与畏惧用药相对的，则是过度用药。药物是把双刃
剑，用得好能治病，用不好对身体有害无益。有些人为了
疾病好得快，认为增加剂量就能提高药效，擅自加量服用
药物。这种做法常常带来危险，例如治疗心衰的药物地
高辛，治疗剂量和中毒剂量非常接近，擅自加量会引起心
脏毒性，严重时会危及生命。还有些人，擅自叠加用药。
比如目前市面上常见感冒药，大多含对乙酰氨基酚，它主
要用来缓解发热和头痛，但大量使用会伤肝。吃多种含
此成分的感冒药、止痛药，并不一定能加快病情好转，但
增加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摄入，会加重肝脏损伤。

错误心态三：迷信中药

很多人畏惧西药，尤其是当看到有些西药的药品说
明书上列举的众多不良反应，而某些中成药的说明书上
则写着“不良反应尚不明确”，就想当然认为这就是中药
安全的证据。实际上，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有一定概率，
药品说明书中所列的不良反应，实际发生的概率并不
大。而且一旦出现不良反应，患者也能够迅速找到原因，便于医生做出
正确诊断。与西药一样，很多中药对人体也有不利的一面，有的还相当
严重，包括肝肾功能的损害等。据统计，20%以上的药物性肝损伤是由
中药引起的，既包括单味饮片，也包括中成药。因此，一定要摒除“中药
无毒性，无副作用”“中药一定比西药更安全”的错误观念。

错误心态四：迷信进口药

与迷信中药相对的，是盲目崇拜进口药，有的患者想方设法购买国
外生产的药品，通过海淘、微商代购等非正规渠道购买使用。这些渠道
的药品或保健品，往往是根据西方人的病种、体质研制生产的。中国人
的体质和生活状况与西方人并不完全一致，存在差异，因此进口药是否
完全适合国人，应具体药物具体分析。以孕妇常用的营养补充剂“爱乐
维”为例，爱乐维的澳大利亚版与国内版在成分上就有所不同，国产剂型
添加了国人体质更需要的维生素A，去掉了无需额外补充的碘，这都是有
针对性的科学调整，如果不遵医嘱擅自服用国外剂型，可能对孕妇和胎
儿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盲目追捧“纯进口”保健品或药品并不可取。

错误心态五：迷信病友推荐

有些老年人，认为“年纪差不多，身体毛病也相似，应该可以吃一样
的药”。由于每个人的体质、可能发生的药物副作用等未必相同，而同
一疾病可由不同的病因所致，病型亦不完全相同，同样存在差异，患者
自身很难对病情做出专业判断，因此这种“从众用药”的心态容易导致
药不对症，延误治疗时机，严重的还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以阿司匹林为
例，一些患者知道该药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预防脑卒中、心肌梗死等，
便自行购买长期服用。实际上，长期使用阿司匹林容易导致胃黏膜损
伤，引起胃溃疡及胃出血等不良情况。若想参考他人的用药经验，最好
先咨询医生或药师，看是否适合自身情况。

错误心态六：对药物态度随便

很多人用药前没有阅读药品说明书的习惯，常常不看用药说明书
就吃药。吃药时，用茶水或牛奶甚至用酒服药。错误的给药方式有时
会直接影响药效发挥，难以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甚至伤害身体。比
如，服用含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药时不能饮酒，以免加重肝损害。还有
些人吃药常常吃了上顿忘了下顿，造成不规律用药。生病之后自恃身
体强壮，不遵医嘱擅自用药的情况，在年轻人中也极为常见，这些情况
都很危险。

错误心态七：对药物期望过高

有时，人们会对药物的期许过高，这种“期待神药”的心态给了很多
偏方、秘方和非法药品以可乘之机，于是“一针见效”“彻底治愈”“永不
复发”等都是非法药品小广告的常见套路。患者切勿盲目崇信偏方、验
方、秘方和网络各种广告，在使用偏方时务必慎重，一定要咨询医师或
药师。

除了偏方和非法药物，有些人对正规药物也常报以过高期望，期待
“药到病除”。但是很多时候，解决疾病不能只靠药物，很多常见病都需
要多种方式同时作用。比如糖尿病人治疗的“五驾马车”，心血管疾病
治疗的“迈开腿，管住嘴”，脂肪肝病人的运动处方等，其实都不亚于药
物的治疗作用。

电暖器
电暖器可广泛用于住宅、办公

室、宾馆、商场、医院、学校、火车车
厢等移动供暖、简易活动房等各类
民用与公共建筑，主要是以远红外
辐射和热对流的方式送暖。

电暖器选购建议
油汀式电暖器外观设计类似

暖气片，散热片越多功率越大，其
保温较为恒定，适合需要长时间保
持室内温度的家庭使用。

平板式的电暖器与油汀式电
暖器相比，噪音低，轻巧方便，而且
有一定的防水效果，用户可以根据
家庭情况灵活放置。

我们经常见到的“小太阳”电
暖器，外观很像风扇，发热量大，适
合卧室、客厅等局部取暖，但不带
防水功能，也容易导致皮肤干燥。

选购电暖器要看产品的外观、
做工，然后通电测试，看是否能达
到预期效果。其次，要查看产品的
标识，包括产品型号、商标、生产厂
家、额定电压、额定功率、“3C”标
志检验合格证等。当然，售后也得
注意，建议入手大品牌旗下的产品
为佳。

电暖器使用安全提示
电暖器上不能覆盖物品，其表

面温度较高，一旦覆盖物品，热量
不能及时散发，会造成电暖器烧
坏，甚至引燃周边物品。

油汀式电暖器一定要直立摆
放使用，如果倒放、平放或斜放，会
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
发火灾。

有些电暖器的确具有防水功
能，但电源插座最好还是安放在浴

室外，如果将电取暖器放置在浴室
中供暖，更要特别小心，防止电源
遇水。

不要让电暖器的出风口近距
离对着身体的某个部位，时间长
了会灼伤皮肤。电暖器尽量不要
与大功率电器一起使用。电暖器
属于大功率电器，如果与同等功
率的电器一起开启，会增加电路
负担，有可能会引起电源的损坏
以及火灾。

暖宝宝
许多人在冬季都会在衣服上

贴上个暖宝宝用来保暖，暖宝宝的
最高发热温度可达到66℃，可持
续12小时均匀散热，因此暖宝宝
是严禁直接贴在皮肤上的，也不适
合贴在较薄的衣服上，睡觉时也不
宜使用。暖宝宝也不是每个人都
适合使用，糖尿病人、小孩和老人
要慎用暖宝宝，因为糖尿病患者肢
体末端感觉减退，小孩和老人感觉
也不灵敏，容易发生低温烫伤。使
用时最好每隔1小时自己检查一
下皮肤，发现有红斑或其他不适，
立即停止使用。

电热毯
电热毯是我们在冬季的好伙

伴，睡觉之前通上电，一会儿被窝
就变得非常暖和。但是使用电热
毯要注意，不能整晚都开着。整
晚开着电热毯容易在起床时由于
冷热交替，增加感冒几率，尤其是
老年人，更容易引起肺炎症状。
同时，电热毯一定要用正规厂家

的产品，不合格的电热毯容易产生
安全隐患。

电热毯的选购建议
电热毯对于南方的用户来说，

比较常见。合格电热毯必须有合
格证以及网上可查的生产许可证
编号；功率并非越大越好，单人不
宜 超 过 60w，双 人 不 宜 超 过
120w；质量好的电热毯手感平整、
柔软，面料无漏针，内部电热线应
排列整洁规则，无交叉重叠和打结
现象。电源控制器应完整、光滑、
无缺损，使用灵活，有清晰的开关
标记，使用的电源线应为双层护套
线。通电测试时，毯内不应发出沙
沙的声响；数分钟后，手触摸电热
毯感觉有热度。

电热毯的使用安全提示
电热毯必须平铺在床单或薄

的褥子下面，绝不能折叠起来使
用。折叠起来使用，不仅增大电热
毯的热效应，造成电热毯散热不
良，温度升高后还可能烧坏电热线
的绝缘层而引起火灾，同时也容易
造成电热线折断，损坏电热毯。

大多数电热毯接通电源20至
30分钟后温度就上升到38℃左
右，这时应将调温开关拨至低温
档，或关掉电热毯。否则长时间加
热温度继续升高，有可能使电热毯
的棉布起火。

电热毯的平均使用寿命为5年
左右，国家规定安全使用期限为6
年，使用超过这个时间，电热毯就
有可能老化、开裂，引发安全事故。

加热式暖手宝
加热式暖手宝也是近几年来

市场上销售火爆的取暖产品，由
于里面装水，通电后会发热，使用
非常方便，受到不少人的欢迎。
但是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暖手
宝的使用原理决定它的安全性能
不是很强，在频繁加热的情况下
容易爆炸造成烫伤，一般来说，电
热丝式和电极式暖手宝，相对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

本版图文均来自于网络

低温天气低温天气低温天气低温天气 取暖有招取暖有招取暖有招取暖有招

冬季必备“防病神器”

秋冬季节天气本就干燥，这个时候身体就会
因为缺水而变得更加干燥，再加上空调等“催
化”的作用，就会导致皮肤很干燥。为预防在这
个季节发生的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疾病，建议大
家最好还是在室内放置一个加湿器。另外，在
电脑的周围放一盆绿萝，或者是在家里养一缸
金鱼，或者是放一盆水，这样都是可以很好地增
加室内的湿度的。

可以预防头疼感冒的 口罩、帽子

冬季出门时，一定要戴上帽子和口罩，穿上
暖和的鞋子。戴帽子不仅能保暖，可避免发生风
寒感冒、头痛等疾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如果
经常手脚发凉，也可以随身带一个“暖宝宝”，能
随时给自己温暖。

对抗身体抵抗力下降的 维C泡腾片

据美国“ehow”网站报道，维生素C参与氨
基酸代谢，有促进铁吸收、增强免疫力等作用。
建议每天控制在200毫克左右，每次不要吃一整
片，最好分成4份分次服用。

预防胃胀、冷寒症的 生热暖腹红茶

冬季的时候一般喝红茶是最好的。从中医
学的角度上面来说，红茶具有甘温的，可养人体
阳气的，而且富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以及糖分，
对于生热暖腹，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都是具有很好
的作用的。除此之外，柠檬蜂蜜茶也是不错的选
择，清新解躁，既润肠道又能够帮助身体进行排
毒养颜。

强健肾和肺 保护阳气的 坚果类食物

冬季寒气袭人，人体的阳气很容易受损，所
以要特别注意保护阳气。此时，可以多吃坚果，
可润燥保暖，如花生、核桃、板栗、榛子等。

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取暖神器

冬季防寒 温馨提示

冬季气候寒冷，机体新陈代谢相对缓慢，体温
调节能力与耐寒能力均下降，人体易受寒发病，尤
其是老年人与体质虚弱者。因此，要想平安地度过
寒冬，必须重视保暖，而头、背、足则是保暖的重
点。背暖：加件棉背心加强背部保暖。冬季里如背
部保暖不好，则风寒极易从背部经络上的诸多穴位
侵入人体，损伤阳气，使阴阳平衡受到破坏，人体免
疫功能下降，抗病能力减弱，诱发许多疾病或使原
有病情加重及旧病复发。因此，人们在冬季里加穿
一件贴身的棉背心或毛背心以加强背部保暖，是必
不可少的。脚暖：平时多走动以促进脚部血液循
环。俗语说“寒从脚下起”，现代医学认为，双脚远
离心脏，血液供应不足，长时间下垂，血液循环不
畅，皮下脂肪层薄，保温性能差，容易发冷。脚部一
旦受凉，便通过神经的反射作用，引起上呼吸道粘
膜的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抗病能力下降，以致隐
藏在鼻咽部的病毒、细菌乘机大量繁殖，引发人体
感冒或使气管炎、哮喘、关节炎、痛经、腰腿痛等旧
病复发。因此，冬季要注意保持鞋袜温暖干燥，并
经常洗晒。平时多走动以促进脚部血液循环。

有效保暖 还需谨记

服装御寒

最外层的衣服应该是具有防风性质的，可以
选择呢绒的或者是毛皮的、皮革质地的服装；在羽
绒服内可以形成不流动的空气层，这样保暖性质
很好，是冬季旅行的首选的服装，内衣既要舒适也
要具有很好的吸湿以及透气性，这样可以很好地
保暖干燥。

饮食抗寒

瘦肉类、蛋类、鲜鱼、豆制品、动物肝脏对补
充人体热量益处多多，可适当多食用。要纠正喝
酒取暖的错误观念。酒精能刺激体表的血管，使
体表血循环增加，人感到“发热”，实际上人体在
丢失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