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改动态

■给您提个醒

一些药物若与柑橘类同食，
可能产生副作用或毒性。 最近，
一名七旬老人出现全身肌肉酸
痛、 没力气的症状 ， 他和福建
省级机关医院的陈国庆主任药
师聊了聊， 才发现是药品不良
反应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原因就是他在服药期间吃了不
少橙子。

“我最近一段时间全身肌肉
酸痛， 身体也没力气， 整个人非
常不舒服。” 今年 79 岁的张大爷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
对此， 陈国庆在详细询问后， 了
解到张大爷有高血脂 、 血管硬

化、 血管瘤等毛病， 前阵子刚做
手术切除了血管瘤， 医生给他开
了氟伐他汀片等降血脂、 软化血
管的药物。 起初他的身体没啥反
应 ， 可后来几天便觉得全身乏
力 、 肌肉酸痛 。 他到医院做检
查， 发现血液中肌酸激酶指标有
点高。 陈国庆还了解到张大爷最
近吃了不少橙子。

“你这可能是食物性引起的
横纹肌溶解药品不良反应症状。”
陈国庆说， 张大爷的症状正是橙
子引发的。 陈国庆解释说， 柑橘
类水果和其他伞状花科食物， 包
括葡萄柚、 柑子、 橙子、 橘子、

柚子等以及它们的果汁饮品， 都富
含呋喃香豆素等化学物质， 会抑制
人体肝脏中用来代谢特定药物的酶
CYP3A4 的活性 ， 导致氟伐他汀 、
阿托伐他汀等他汀类药物的代谢减
少、 蓄积， 体内药物浓度升高几倍
或十几倍， 引起药物中毒 。 当然，
药品不良反应并不会在每个人身上
都发生。

陈国庆提醒， 为安全起见， 服
用他汀类药物前 7 天和服药后 7 天
都应避免吃柑橘类水果和其他伞状
花科食物。

（《福州晚报》 8.27，
陈丹、 陈宇娟 /文）

■健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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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8 月 26 日， 新修订的 《药品
管理法》 正式通过， 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开始施行。 这次新版文本
中， 对何为假药劣药作出了重新
界定。 而最受舆论关注的， 就是
明确了： 进口国内未批准的境外
合法新药不再按假药论处； 对未
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
的药品， 情节较轻的， 可以减轻
处罚； 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后果或
者延误治疗的， 可以免于处罚。

此举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
的， 同时还有利于精准监管。 以
陆勇销售假药案为原型的热播电
影 《我不是药神》， 真实反映了
现行法下很多罕见病患者面临的
困境。 境外合法上市的仿制药有
效而且便宜， 能救活很多人， 但
这种药未经我国主管部门批准，
依照 《药品管理法 》 第 48 条 ，
在我国应当按假药论处。 同时，
《刑法》 第 141 条规定， 生产、 销
售假药最重可处以死刑， 且不要

求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因此， 如
陆勇这种销售或者代购的人， 虽
然未造成人员伤亡 、 身体伤害 ，
丝毫没有延误诊疗， 甚至帮助病
友延长生命、 减轻病痛， 也要面
临很高的法律风险。

其实， 以往 “只要不是经由正
规渠道进口、 没有在国内取得药品
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品， 一律被
打入假药类别， 按假药论处” 的做
法很不科学。 实际上， 进口未获批
文的药品， 只是销售环节存在违规
违法问题， 与药品本身品质无关，
不应与假药混为一谈。

如今， 新修订的 《药品管理
法》 将过去 “按假药论处” 的内
容进行重新归类， 让成分真实和
效果可靠的真药不再背负 “假药”
之名， 对比以往是一种进步， 是
既维护了法律严肃性又充分尊重
现实需求的考量， 符合民众期待，
从中也让人体会到了人性关怀的
温度。

当然， 新法只是对上述情形
不再冠以 “假药” 之名， 并不是
说生产、 进口、 销售未经批准的
药是合法行为。 本质上， 假药劣
药得以重新界定， 不是监管力度
放松， 而是监管方式由粗放变成
精细。

这样的法规修订 ， 对患者 、
医生乃至药品研发也是重大利好。
对患者而言， 有条件的人可以在
境内就得到新药的治疗， 他们生
存的希望能得到安放； 医生也能
放心为患者推荐新药， 从而积累
新药的临床实验数据 ； 客观上 ，
这也能推进该类药在国内的上市
进度。 另外， 此前将进口未批准
的境外合法新药列为假药， 还分
散了执法力量。 而不再按假药论
处， 则能让监管部门更加集中地
针对真正的制售假药行为， 提高
对真正制售假药行为的打击力度。

（综合 《新京报》
《钱江晚报》《南方日报》）

43 岁男子动不动就发烧， 没想
到是一根牙签掉进了肚子里， 还藏
匿在消化道隐秘处， 导致肝脏多发
脓肿。 谈到这段经历， 宁波的夏先
生哭笑不得： “这两个月来， 我动
不动就发烧 ， 没想到是牙签引起
的。 它是怎么进去的， 我却实在想
不起来了。”

今年 6 月 10 日起， 夏先生总感
觉上腹部胀痛； 7 月 12 日开始， 他
出现发烧症状， 反反复复， 体温一
度高达 40.2℃。 刚开始， 夏先生就
近到当地医院就诊， 发现是肝内多
发脓肿，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
十二指肠球炎、 结肠息肉， 经过治
疗后病情好转出院。 然而到了 8 月
份， 夏先生再次出现了上腹部疼痛。
病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为求明确
诊断， 夏先生来到宁波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寻求帮助 。 经仔细检查 ，
该院医生发现其是十二指肠降部异
物嵌顿， 真凶终于找到———一根牙
签卡住了！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感到意外 ，
夏先生一直否认曾吞食异物， 不过
医生也表示， 有些人醉酒之后叼着
牙签睡着了， 醒后没有发现牙签也
没太在意， 但有可能就是这枚不经
意间吞下的牙签造成了大麻烦。 经
询问， 夏先生确实会喝酒， 不过到
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他自己也回忆
不起来了。

该院感染科主任江军表示， 肝
脓肿是细菌、 真菌等微生物引起的
肝脏化脓性病变 ， 若不积极治疗 ，
死亡率可高达 10%~30%。 夏先生嵌
顿于十二指肠降部的牙签， 可能刺
破肠壁小血管 ， 消化道细菌移位 ，
导致反复肝脏脓肿。 江军称， 有些
人喜欢叼着东西玩或者吞食枣核 ，
这些尖锐物体一旦掉进肚子里， 如
果不能顺利排出， 就会造成胃肠道
穿孔或周边脏器的炎症反应， 甚至
危害生命。

（《宁波晚报》 8.28，
孙美星、 庞赟 /文）

《药品管理法》颁布，细节中有人性关怀

新学期开学在即， 8 月 29 日，
浙江省长兴县画溪消防中队的消防
员来到包桥中心幼儿园， 开展消防
安全教育活动， 消防员向孩子们讲
解了消防安全知识及基本的火场逃
生技能。 图为 8 月 29 日， 消防员
在介绍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新华社， 徐昱/摄）

针对慢性病患者反映 “开药难”
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已联合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出台相
关制度， 将慢性病开药周期延长至
两个月。

新疆近日下发了 《关于做好自
治区各级医疗机构慢性病长处方有
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医疗机构
对于诊断明确、 病情稳定、 需长期
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门诊就诊时可
视病情， 在安全、 合理、 有效前提
下， 适当延长门诊处方用量， 可开
具两个月的处方用量并注明理由 。
此前， 广大慢性病患者普遍反映就
医困难， 开方取药频繁往返医院挂
号就医， 不胜其苦。

通知表示， 为做好慢性病患者
合理用药管理工作， 将定期对延长
用量的处方进行点评检查， 对不合
理用药和治疗的行为要及时予以纠
正， 并按照医疗机构相关管理规定
进行处理。

（新华网， 8.28， 潘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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