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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种情况下
药品没过期也用不得

什么样的药品不能再继
续使用了？首先我们得明确，
过期药品无论外观是否改变
都不能继续使用。

药品有效期是指在规定
的储存条件下药品能够保持
合格质量的期限。如果超过
有效期，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可
能会降解或分解产生其他杂
质，从而导致药品达不到目标
疗效或产生不良反应。

那么，在有效期内的药品
就一定没问题吗？别大意，若
发生以下外观改变也不可继
续使用。因为，药品若没有按
照规定的条件储存，可能会受
温度、光线、空气（氧）、湿度和
水分等影响发生潮解、干裂或
溶液澄明度等肉眼可见的物
理或化学变化。

片剂 正常的药片表面
干燥光亮，如果药片表面出现
花斑、变色，外表的糖皮开裂、
粘连，或者出现特殊的臭味，
说明药品出现了变质，不能再
继续使用。

胶囊剂 正常的胶囊壳
坚硬光滑，如果外壳出现变
软、变形、粘连或者内容药粉
漏出的现象，说明药品已经不
能继续使用。

冲剂 正常冲剂的颗粒
松散干燥、容易滚动，如果出
现潮湿结块或粘连成团的现
象，说明已经变质。

糖浆剂、合剂、酊剂 通

常此类药物制剂的性状是澄
清透明的，若有少量沉淀但是
经过振摇后可混匀；如果出现
大量沉淀、块状物或出现酸
败、异臭、霉变、胀袋等异常现
象则说明药品已经变质。

粉针剂 正常粉针剂经
过振摇后粉粒细腻松散，溶解
后澄清透明；若振摇不散，溶
解后浑浊、有异物，说明药品
变质。

水针剂 正常水针剂应
为澄清透明的液体，若液体变
色、浑浊或析出沉淀、结晶，出
现絮状物，甚至同一批号颜色
不一致，说明药品变质。

膏剂、栓剂 如果膏剂、
栓剂出现发霉、异臭、水油分
层，或者出现结晶、颗粒说明
已经变质；但是如果栓剂出现
了软化，不必过度担心，可以
在冰箱冷藏后继续使用。

滴眼液、滴耳液 此类药
品通常建议开封1个月内尽快
用完，若出现结晶、浑浊、絮状
物、变色等现象，则不能继续
使用。

这四个因素
让药品悄悄变质

外观正常的药品就可以
正常使用了吗？

多数药品变质后会出现
肉眼可见的不正常现象，但不
代表外观正常的效期内药品
就可以正常使用。一种情况
是，药品说明书明确规定了该
药物在某条件下可保存的时

长，脱离限定保存条件时间即
使未发生外观改变也不可
使用。

比如我国药典对眼用制
剂、耳用制剂、鼻用制剂3种剂
型的使用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即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如
果说明书中有明确注明启用
后几天内用完则以说明书规
定为准。

另一种情况是，有效期内
的药品若没有按照说明书规
定的条件储存，即使在有效期
内药品质量也难以保证。因
为不恰当的储存条件可使药
品发生水解、氧化和光降解等
化学反应，有效成分降解或产
生肉眼不可见的杂质，降低药
效甚至导致不良反应，常见的
影响因素及机制如下：

温度 温度过高，加快药
品变质速度，导致某些药品直
接失效变质；温度过低，液体
制剂出现晶体析出或分层等
现象，水针剂等注射剂也会冻
裂受损。常见冷藏药品有生
物制品、血液制品和抗生素。

空气（氧） 药品除掉包
装后在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
发生缓慢氧化，不仅疗效降
低，也可能发生变色或沉淀等
现象。

湿度和水分 湿度过高
易导致药品受潮水解，加快药
品降解。易发生水解的药物
有地高辛、克林霉素、硫唑嘌
呤和顺铂等。

光线 光可激发氧化反
应，加速药物的光分解。某些

药物具有光敏感性，如硝普
钠、氢化可的松、维生素A等
需避光保存；某些药物光降解
后可产生光毒性，如呋塞米、
乙酰唑胺等。

学起来
这才是药品储存的正解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当我
们日常生活中遇到开篇类似
的问题如何解决呢？首先判
断药品是否在有效期内，再通
过眼观、鼻闻，与药品说明书
中的“性状”对照，判断药物是
否出现异常，若出现异常则不
能继续使用；若无法判断，则
应仔细阅读此药说明书中“贮
藏”一栏，一旦不符合储存条
件或超出使用期限，即使未出
现肉眼可见的改变也建议停
止使用。

为了避免以上情况，购买
药品后应该第一时间认真阅
读说明书，按照“贮藏”条件储
存药品。常见药品贮藏条件
及要求如下：

室温：10至30℃
阴凉处：<20℃
凉暗处：避光并温度

<20℃
冷处：2℃至10℃
避光：避免日光直射
那么，过期的药品怎么处

理？如果家中发现药品超过
有效期或发现药品有外观的
变化，不能继续使用也不能随
意丢弃。因为某些药品中的
有效成分分解，或被细菌污

染，可能会产生有害成分；某
些抗癌药本身毒性较大，若随
意丢弃则可能会污染环境并
对其他人造成危害。因此，如
果家中有过期药品可以通过
以下三个途径处理：

过期药品回收箱 如果
小区或附近医院配备有过期
药品回收箱，可以将家中过期
药品整理好，交给小区或医院
统一回收处理。

有害垃圾箱 目前有些
地区已经实施了垃圾分类，可
以将过期药品投放进有害垃
圾箱。

自行处理 如果未找到
药物回收点，可以在家中自行
处理。普通片剂需要用水充
分泡开，胶囊剂需要打开后把
内容颗粒溶解，然后倒入厕所
冲走；喷雾剂注意避免接触明
火，彻底排空内容药品后再丢
弃瓶子；抗生素、抗肿瘤药及
某些特殊药品应咨询医生和
药师，尽量避免自行处理。

■ 药师提示

过期药品不可使用并定
期回收处理；

药品开封后再次使用时
注意是否出现变质现象及使
用期限；

仔细阅读说明书，严格按
照存储条件保存；

家庭药箱应放在阴凉通
风处。

据《北京青年报》

“医生，我的药品放在后备厢里2个小时了还能用吗？”
“药师，我的药忘记放进冰箱储存了，还有效吗？”“医生，我
的药片表面变潮粘连了，是不是坏了呀？”……日常生活
中，药师总会时不时地接到类似的咨询电话。的确，药品
储存得不恰当可能会导致疗效降低甚至增加不良反应，目
前，记者特地采访资深药师，让他们为大家讲解如何简单
识别变质药品、合理储存药品以及如何处理过期药品。

药药片片糖糖皮皮开开裂裂是是变变质质了了吗吗？？冲冲剂剂受受潮潮结结块块还还能能吃吃吗吗??

药药品品出出现现这这八八种种情情况况 就就别别用用了了

“倒走”有风险 小心锻炼不成反伤身
吃完晚饭，好多人喜欢去

公园里、小区里散散步。不少
人还要倒着走一走，认为这样
比正着走更有锻炼效果。

还有人认为，倒着走对腰
椎好、对关节好。这些都是真
的吗？

“倒走”好处多？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广
东省中医院大骨科主任林定
坤介绍，当我们倒退走路时，
身体机能也会相应地做出一
些调整，以适应走路方向的改
变。这些调整，确实能够给我
们的身体带来许多好处。

1 .调整脊柱姿态，缓解
腰痛

健康人的脊柱形状是直
立挺拔的，但是在正向走路
时，很多人会因习惯不佳，或
者因为路况不佳等原因会保
持脊柱前屈、骨盆前倾这样一
个重心前移的状态，长此以
往，会出现轻微驼背，患有腰
椎间盘突出者可能会导致病
情加重、腰部疼痛。

倒退走路时，我们会自然
地保持脊柱后伸、骨盆后倾的
重心向后的姿态，因此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纠正驼背，缓解腰
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痛。

2.锻炼平衡功能和协调
能力

倒退走路时，由于不能通
过双眼观察行进方向的路况，
为了防止摔倒，身体会对周围

的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也会
注意保持身体的平衡。因此，
倒退走路能在一定程度上锻
炼小脑的平衡功能和身体的
协调能力。

从上述来看，“倒退走路”
好处不少，但是医生却很少向
患者推荐这一锻炼方式，为
什么？

“倒走”有风险！

林定坤等专家提醒大家，
“倒退走路”存在着一定的风
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锻炼不
成反伤身。

1.难以规避潜在的危险
倒退走路时，人的视野受

限，不能通过双眼观察行进方

向的路况。如果场地选择不
当，在车水马龙、人员冗杂的
场地锻炼，很容易造成自身或
者他人的受伤。

即便在空旷、平坦的场
所，也难以对潜在的危险作出
提前判断和避让，同样容易磕
碰受伤。

2.长时间倒走易受伤
●导致腰肌劳损
如果倒退走路和保持脊

柱后倾用到的肌肉（如股二头
肌、竖脊肌等）平常缺乏锻炼，
其力量就会薄弱。在这种情
况下，“倒退走路”的时间过
长，运动强度过大，长期保持
脊柱后倾的姿态，就会导致相
关的肌肉出现酸痛等问题。

●平衡失控易摔倒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由于
平衡力退化，倒走时间过长就
容易失去对平衡的控制，行走
不稳导致摔倒受伤。

选择其他方式适度锻炼

其实，除了倒走，大家可
以选择其他的运动方式进行
适度锻炼。

为提高心肺功能，建议大
家适度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特点为中小强度、节
奏感强，全身主要肌群均参
与，可以持续较长时间，具体
运动项目如慢跑、太极拳、游
泳、健身操等。

据《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