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 出行少不了驾
车， 注意切勿 “药驾”。 世界卫生组织列
出了 7 大类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
并明确指出服用这些药物后禁止驾车。

1.�抗组胺药 如扑尔敏 、 赛赓啶 、
苯海拉明等， 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 可引起嗜睡、 眩晕等副作用。

2.�抗抑郁、 焦虑类药如丙咪嗪、 多虑
平等， 会让人产生昏昏欲睡、 乏力等症状。

3.�镇静催眠类药 如安定、 硝基安
定、 苯巴比妥等， 可产生镇静、 催眠和
抗惊厥的效果。

4.�解热镇痛药 如阿司匹林、 非那
西丁、 氨基比林等， 服用后引起听力减
退、 大量出汗， 甚至虚脱。

5.�抗高血压药 如利血平、 可乐定、
优降宁等， 服用后可能出现头痛、 眩晕
和嗜睡等现象。

6.�抗心绞痛类药 如心得安、 心痛
定等， 会扩张血管， 从而引起头痛， 导
致精神难以集中。

7.�降血糖类药 如优降糖、 达美康
等， 可能引起疲倦、 头晕等不适。

方洪秀

春节假期因为生活节奏变化， 是心
血管、 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发期。
在此提示您， 安全用药牢记 “四不 ”，
过一个健康平安年。

长期用药不擅停
冠心病 、 高血压 、 高血脂 、 糖尿

病、 哮喘、 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 需要
长期服药。 如骤然停药， 可能导致停药
反应， 引起血压、 血脂、 血糖波动， 甚
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和哮喘急性发作。

忘服漏服不加量
如果发生漏服药物的情况， 千万不

要自行加大服药剂量， 特别是安全剂量
范围窄、 毒副作用大的药物， 加倍剂量
可能导致严重药物不良反应。

如果距离下一次服药超过两次用药
间隔的一半可按单次用量， 尽快补服，
不需要加大剂量。 如果距离下一次服药
不足两次用药间隔的一半不需补服， 下
次服药时正常服用单次用量。

当然， 不是所有药物都遵循这个原
则。 如果无法确定是否需要补服， 可以
咨询医师或药师。

生活方式不大变
熬夜、 吸烟、 饮酒、 暴饮暴食等不

良的生活习惯， 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疾
病、 急性胃肠道疾病。 建议春节期间规
律作息， 清淡饮食， 少食内脏、 腌制、
油炸食物， 生活方式不要发生大的变化。

亲朋之间不换药
朋好友聚在一起， 有时会相互交流

健康养生经验， 发现 “同样的病， 但用
药不一样”， 甚至认为别人的药更好 ，
于是自行换药。 事实是， 虽然是同一种
病， 但每种药物适应证和禁忌证不同，
盲目换药可能引发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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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 甲硝唑等＋酒→致命
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 在体

内会转化成乙醛， 然后转化成
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 头孢、
甲硝唑等抗生素会抑制乙醛继
续转化排出， 导致体内乙醛浓
度升高， 出现面部潮红、 胸闷
气短， 严重者甚至产生过敏性
休克， 危及生命。

因此， 服用这类抗生素前
后 7 天不要喝酒。 此外， 含有
酒精成分的食物和药物也要注
意， 如醉虾醉蟹、 酒心巧克力、
豆腐乳等； 药物如复方甘草口
服液、 藿香正气水等。

感冒药 +酒→肝衰竭
绝大多数感冒药中都含有

对乙酰氨基酚， 而对乙酰氨基
酚在体内生物转化过程中， 会
产生一种有毒的代谢物质， 需
要与体内的还原性谷胱甘肽等
保护因子结合才能降低毒性 。

过量饮酒时会消耗体内大量的
谷胱甘肽， 致使对乙酰氨基酚
的代谢物无法与谷胱甘肽结合，
增加肝脏衰竭的风险。

安眠药＋酒→记忆力障碍
安眠药与酒精在体内混合

后， 会加强药效， 引发记忆功能
障碍、 昏睡等， 严重者会出现休
克， 甚至呼吸停止而死亡。

降糖药＋酒→低血糖休克
服用双胍类 （如二甲双胍）、

磺脲类促泌剂 （如糖适平）、 α-糖
苷酶抑制剂 （如拜唐苹）、 胰岛素
等降血糖药期间， 酒精会加速降糖
药的代谢， 从而引起头昏、 心慌、
出冷汗等低血糖反应， 严重者可引
发低血糖性休克， 危及生命。

降压药＋酒→低血压休克
服用普利类、 地平类、 利

血平 、 地巴唑等降血压药期
间 ， 饮酒可引起血管过度扩

张， 从而出现低血压性休克， 严重
时危及生命。

抗心绞痛药＋酒→头痛、 休克
服用硝酸异山梨酯、 硝酸甘油

及硝苯地平等抗心绞痛药物， 饮酒
可引起血管过度扩张， 导致剧烈头
痛、 血压骤降， 甚至休克。

解热镇痛药＋酒→消化道出血
服解热镇痛药 （如布洛芬、 阿

司匹林 、 双氯芬酸等 ） 期间喝酒 ，
消化道会受到药物和酒精的双重刺
激， 引起消化道溃疡或出血。

抗过敏药＋酒→嗜睡昏迷
苯海拉明、 氯苯那敏、 赛更啶等

药物与酒同服， 可引起嗜睡、 精神
恍惚、 昏迷等并发症。

抗癫痫药＋酒→药物失效
服用抗癫痫药同时或服药后不

久饮酒， 会导致药效减弱甚至失效，
导致病情反复发作。

廖冠娇

感冒退热药
1.解热镇痛药 常见的药物

有对乙酰氨基酚、 布洛芬。 发
热 38.5℃以上可以适当用药 ，
但 24 小时不宜超过 4 次， 连续
使用不宜超过 3 天， 且两种药
物不可同时服用。 该类药物除
了有退热功效， 对于头痛 、 牙
痛、 痛经亦有较好的缓解作用。
对于低于 38.5℃的低热 ， 建议
采取物理降温， 如退热贴、 温
水擦浴等。

2.感冒药 复方感冒药品种繁
多， 名字也极其相似， 但仔细对
比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 需避免
重复用药。 此外， 很多复方感冒
药中含有解热镇痛成分， 因此，
这类感冒药不宜与退热药同时服
用， 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酚
麻美敏片、 感冒灵颗粒、 感通片
等 （这类药物常含有对乙酰氨基
酚成分）。

胃肠用药
1.止泻药： 常用药有蒙脱

石散 、 益生菌 、 口服补液盐 、
藿香正气水、 黄连素等。

蒙脱石散应在两餐间服用，
治疗急性腹泻时， 首剂量加倍。
蒙脱石散具有吸附作用， 与其他
药物 （尤其是抗菌药物） 合用时
应间隔至少 2 小时。

益生菌制剂可改善腹胀 、
食欲不振等症状， 出行建议携
带可以常温贮存的， 如复合乳
酸菌胶囊、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
颗粒等。 服用时， 水温控制在

40℃以下 ， 避免温度
过高影响治疗效果。

藿香正气水中含
有药用乙醇 （酒精 ），
用药期间不得与头孢
菌素类 、 甲硝唑等抗
菌药物合用 ， 以免导
致双硫仑样反应。 藿香正气水
中含有生半夏， 不宜过量或长
期用药。

黄连素的主要成分为小檗
碱， 不宜与含有黄连或黄连提
取物的中成药联合使用， 以免
重复用药， 如盐酸小檗碱片与
复方黄连素片。

2.促动力药 常用药有多潘
立酮。 该药可以增加胃肠道的
蠕动和张力， 促进胃排空， 改
善消化不良患者上腹不适、 腹
胀等症状。 一般饭前 15~30 分
钟服用， 不宜超过一周， 长期
用药会出现乳房胀痛、 泌乳等
不良反应。

3.抗酸药 如铝碳酸镁咀嚼
片， 一般是餐后 1~2 小时、 睡前
或胃部不适时服用。 为了使药物
更好附着于胃黏膜， 该药需咀嚼
后服用， 可服少量水。

晕车药
对于旅程较短的 （小于 6 小

时 ）， 推荐提前口服茶苯海明
片 。 一般在出发前 30 分钟服
药， 途中可加服一次。 服用该
药物期间不得饮酒以及含酒精
的饮料， 可与食物、 果汁或牛
奶同服， 以减少胃刺激。

对于旅程较长的 （大于 6 小
时）， 首选东莨菪碱贴片。 出发前
至少 4 小时将药品贴于耳后， 药效
可维持 72 小时。 6 岁以下儿童禁止
使用。

外用药
旅途中难免磕磕碰碰 ， 创口

贴 、 碘伏 、 棉签等可及时清理伤
口， 减少感染。 若伤口出现感染迹
象时， 可外用抗生素软膏， 如莫匹
罗星软膏等。

有肩颈腰腿疾患的朋友， 外出
可备上氟吡洛芬凝胶贴膏等 。 另
外， 风油精、 炉甘石洗剂等对蚊虫
叮咬、 过敏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常用药和急救药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慢性病的朋

友， 外出时一定要把平时服用的药品
随身携带， 切忌自行停药或减量。

此外， 曾有过心绞痛病史者，
外出应随身携带硝酸甘油、 速效救
心丸等急救药品。 过敏体质者， 应备
好抗过敏药品， 如氯雷他定片 （口
服） 或糠酸莫米松乳膏 （外用） 等。
有哮喘病史者， 应随身携带快速起
效的吸入型支气管舒张药物， 如沙
丁胺醇、 特布他林等吸入气雾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肖颖

春节出行 收好这份常用药清单
春节临近， 不管是踏上回家之路， 还是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在整理行李箱的时候， 不妨把这些常
用药品也放进去， 以备不时之需。

■家庭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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