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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中的误区:用药误区》主要包括：一般用药常识的误区、忽视用药的“慎、忌、禁”、自购药物
滥服、不按医嘱服药、随意加大服药剂量、第一次吃药时加量、用药途径随意选择、直接用药瓶喝药
、躺着服药、干吞药片、肠溶片嚼碎服用、胶囊打开服用、把注射用针剂用来口服、空腹吃药效果好
、吃药不必按时、用了王牌药以后有病难治、补药越吃越补和副作用等同于毒性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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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药品的批号、有效期和失效期〔33〕服用变了色的药片〔34〕患了皮肤病乱涂药〔37〕对外用酒
精消毒的误解〔37〕伤口换药太勤〔38〕贴膏药越痒越好〔38〕碘酒可以直接涂抹伤口〔39〕肥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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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都有效〔60〕抗生素是退热剂〔61〕滥用氯霉素〔62〕青霉素与链霉素混合注射〔62〕青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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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3〕乱用表飞鸣〔83〕滥用泻药治便秘〔85〕滥用止泻药〔85〕吐酸水可用小苏打解酸〔86〕溃
疡病人滥用抗酸剂〔87〕忽视胃复安给青少年带来不安〔88〕胆石溶解剂人人适宜〔89〕高血压病人
降压“矫枉过正〔90〕高血压患者使用激素⋯⋯第三章 常用药应用的误区第四章 儿童用药的误区第五
章 妇女及老人用药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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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药的价格一般偏高，迎合了某些病人的用药心理，即所谓“药价越贵，疗效越好”。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药品不是以其疗效高低来定价的，而是由制药原料的来源、生产工艺的难易、产量的大小、运费
的多少等因素决定的，成本高的药品就贵些，反之则便宜些。
新药产量较小，自然比较贵。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些迷信新药的人，患了病也懒得去医院诊治，只是看了药品广告或道听途说，
认为某药可治，便去买来服用，这是十分危险的。
例如有位病人感到胃部疼痛，以为患了胃溃疡，擅自购买新药服用，后因久治不愈才去医院，可经医
生检查发现，他患的不是胃溃疡，而是胃癌。
由于贻误了治疗良机，病情已到晚期，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终因癌细胞扩散到了其他部位，而不
幸死亡。
许多疾病复杂多变，医生除常规检查外，还须借助现代仪器设备等检测手段，方能作出准确的诊断，
对于疑难杂症，更须邀请有关专家会诊才行。
待确诊后，才制订详细的用药方案。
究竟用新药，还是用老药，是单刀直入，还是联合作战，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尚须做体外药物敏感
试验，以选择最佳药物和适宜的剂型，再按病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病情等，确定药物剂量、用法
、疗程，以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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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误区:用药误区》：一般用药常识的误区常用中、西药应用的误区走出“补钙热”的误区儿
童、妇女及毫人用药的误区。
生活中的误区，大量服用维生素是否可以推迟衰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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