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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药+枸杞茶
或引起中毒

近日，发表在《欧洲心脏杂
志》上的一份病例报告警示：服
用心血管药物氟卡尼（抗心律
不齐药）和华法林（抗凝药，预
防血栓形成和脑梗发作）期间，
喝枸杞茶或能引起中毒。

该报告描述，一名75岁的
女性患者，曾于三年前做了心
血管外科手术二尖瓣置换术，
术后口服华法林治疗，并定期
监测凝血功能，将国际标准化
比值（INR）控制在2.5至3.5的
目标范围内。

需要说明的是，INR能提
示是否存在华法林用量不足或
过量的情况，既能指导抗凝用
量，又能有效避免出血发生。

两年前，该患者又因房性
早搏，服用氟卡尼（100毫克，
每日两次）治疗。而最近患者
每天会饮用1至2杯枸杞茶，这
期间，开始感觉头晕、恶心、极
度疲劳，最终因晕厥到医院急
诊就诊。入院时，经诊断为氟
卡尼中毒。出院时，医生提醒
这名患者停用枸杞茶。

在以上病例中，患者因为
服用枸杞，引发了两种心血管
药物中毒：一是氟卡尼中毒，导
致致命室性心律失常发生；二
是华法林过量引起INR增加。

究其原因，枸杞会抑制多
种能够代谢华法林、氟卡尼药
物的酶，最终导致中毒发生。
研究认为，大剂量服用枸杞，一
般来说超过6至12克可显著增
强华法林的抗凝作用，很可能
导致皮下出血等危险情况。

4类心血管药
各有“禁忌”食物

一些食物，不仅可能影响
心血管药的疗效，还因此加重
病情。心血管病患者服用以下
药物时，一定要避免相互影响
的食物。

服他汀类降脂药 少吃西柚
降脂药（他汀类）和西柚同

服，会增加肝脏及肌肉毒性。
他汀类药物是目前应用最广的
一类降脂药，西柚中的活性成
分会大大提高其在血液中的浓
度。研究发现，高脂血症患者
用一杯柚子汁送服一片洛伐他

汀，与用一杯白水送服相比，血
药浓度高出10至15倍。

服降压药 少吃香蕉
香蕉可提供降低血压的钾

离子，能把过多的钠离子排出
体外，从而减小其升压作用，减
小对血管的损害。

曾有研究显示，常吃香蕉
可预防高血压，每天吃两根还
可帮助改善血压状况。但在服
用降血压药期间，尤其是调整
药量阶段，最好少吃香蕉，否则
可能加大药物的副作用，引起
血压过低。

服利尿剂 少喝咖啡
咖啡因可以促进肾脏机

能，有利尿作用。如果同时服
用氢氯噻嗪、呋塞米等具有降
压作用的利尿剂，使利尿作用
增加，容易造成体内钠离子的
过度流失。

服抗凝药 少吃绿叶蔬菜
抗凝药如华法林等能抑制

维生素K，因而抑制依赖维生
素K的凝血因子，防止血块进
一步形成。一般食物的维生素
K含量顺序依次为：绿叶蔬菜>
肉类和蛋奶类>水果和谷类。
因此，服用华法林前后应避免

吃大量的绿叶蔬菜，包括韭菜、
菠菜等。

服用心血管药
找准最佳时段

冠心病药：晨后服
冠心病包括无症状性心肌

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缺血
性心力衰竭、猝死共5种，经常
在晨醒后4至6小时内发生，每
天上午6至12点发病率最高。
此时，人体冠状动脉处于缺血
状态，儿茶酚胺水平较高、血流
阻力加大、血压上升，心肌耗氧
量增大，心肌缺血严重。同时，
血液黏度也较高，易形成血栓。

早上醒来后，服用硝酸酯
类（如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
酯、单硝酸异山梨酯等）、钙拮
抗剂（如硝苯地平、非洛地平、
氨氯地平、维拉帕米等）、β-
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美托洛
尔、阿替洛尔等）等药物均可有
效预防冠心病发生。

降压药：上午7点和下午2
点服用

血压变化起伏不定，亚洲
人群通常会呈现出血压“双峰

一谷”的现象，也称之为“杓型
高血压”。即在早上9点至11
点、下午4点至晚上6点之间血
压较高，次日凌晨2至3点最低。

临床上有很多“非杓型”或
“反杓型”高血压患者，在确定
服药时间前，应先做个24小时
动态血压监测，以选择正确降
压药物和服药时间。

降脂药：晚上服用
降血脂药物以他汀类药物

较为常用。由于肝脏合成胆固
醇的高峰期多在夜间，故某些
他汀类药物晚上或睡前服药比
白天用药更有效。

他汀类药物一般为1日1次
给药，剂量与药物的品种有关。
活动性肝病患者、妊娠和哺乳
期妇女等患者禁用。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因为
每种药的服用方法都有细微差
别，具体服药方案需遵医嘱。

身体机能在日常生活中会
出现时间节律性，如激素的分
泌水平、血压的高低、体温的变
化等。同种药物，在一天中的
不同时间服用，其疗效与毒性
也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据《生命时报》

总是漏服药怎么办？下顿加倍补行不？
很多慢性病患者苦恼的

一件事就是经常漏服药，一旦
发现漏服很多人都会考虑要
不要下顿加倍补服。漏服药
物怎样补救才科学？日常生
活怎样避免漏服药物呢？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师卢国
勇为大家支招。

避免漏服药物
日常可这样做

使用分时药盒：患者只需
把药物放进对应颜色或带标
注的药盒里，即可清晰知道药
物服用与否了，这里值得注意
的是需检查药盒的密封性，以
防放进去的药物受潮变质。

设置闹钟提醒：此方法操
作简单，通过闹钟的提醒，患
者提前准备服用药物，但需要
注意的是意外关闭闹钟而漏
服药物。

使用长效制剂（如缓控释
制剂）：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

下使用，此类药物可避免一天
多次给药，这样就可以减少漏
服药物发生的概率。

使用小标签进行提醒：把
需要服用的药物写在小标签
上，并且把小标签贴在醒目位
置，服药后把小标签撕下即可。

这些药物发生漏服
加倍补服有危险

卢国勇特别提醒，临床上
有一些药物发生漏服时，下顿
是不能加倍补服的，否则可能
发生危险。

比如说，以地高辛、氨茶
碱、万古霉素、苯妥英钠、卡马
西平、秋水仙碱、碳酸锂、丙戊
酸钠为代表的一类药治疗剂
量与中毒剂量相近，使用过量
容易导致中毒现象的发生，正
常服药期间需监测血药浓度，
漏服时切勿擅自加倍补服，防
止药物过量。

一些平时安全可靠的药

物，当过量服用时也容易导致
药物的不良反应增大，如退烧
药乙酰氨基酚过量服用可致
肝肾损害、抗痛风药别嘌呤过
量可致肝损害及皮疹、降糖药
格列本脲过量可诱发低血糖，
抗高血压药卡托普利、依那普
利过量可致干咳加重、低血压
等现象发生。

另外，不同剂量的阿司匹
林有着不同功效。卢国勇说，
小 剂 量 阿 司 匹 林（7 5 至
150mg）可有效抵抗血栓聚
集，是预防及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的常用剂量。当剂量达到
300至500mg时，主要用于解
热、镇痛。所以，在补充服用
药物之前一定要咨询药师。

药物补服遵循这三个原则

除了上述药物外，其他药
物发现漏服时也不可擅自加
倍补服，应该遵循以下补服
原则。

看漏服时间
若漏服发生在两次用药

间隔时间1/2以内，应当按原
剂量补服，下次服药仍按原来
时间进行，若超过两次用药间
隔时间的1/2，则不可补服。
亦可在发现漏服时立刻补服，
但下次服药时间应在此次服
药时间上顺延。

看服药次数
对于每天服用一次的药

物，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刻进行
补服，次日发现漏服则无需补
服，按原剂量服药即可。

看药物种类
口服降糖药、降血压药若

发现漏服时间过长并接近下
次服药时间，应结合当时血
糖、血压的高低进行补服。卢
国勇说，若血糖、血压波动不
大，则到服药时间点按原剂量
补服即可。若血糖、血压波动
较大，应立刻按原剂量进行补
服，并适当顺延下次服药时
间。 据《羊城晚报》

对于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吃药和日常饮食是“相辅相成”的。一旦食物与
药物“相冲”，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后果。

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约为3.3亿。近日，权威
医学期刊发表的一份病理报告提示：服用一些心血管药期间喝枸杞茶，可能引发中毒反应。这个
说法真的击中了很多人，为什么枸杞茶和心血管药会相互影响？服用心血管药还有哪些禁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石浩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师胡
琴、天津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红珠等几位专家将一次为你说清楚。

服用心血管药期间喝枸杞茶
可能引发中毒反应

吃药小心
这些“致命”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