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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对症备药，不乱吃药 方 翔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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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昨天起，上海正式实施防疫优
化调整措施。除有特殊防疫要求的
场所外，其余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对7天内无核酸检
测记录的也不再赋黄码。这些变化
表明，与疫情战斗最困难的时期已
经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的脚步正在
提速。但另一方面，疫情的阴霾仍
未消散，依旧无法轻言取得胜利。
抗击疫情三年，又一次来到关

键节点，对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普
通人而言，要迅速适应转变并非易
事。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防疫措施

优化调整后，说现在的心情有些复
杂，诚然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但
真的等来了，心里却又难免有些不
安：逐步开放是否意味着“躺平”？
脆弱群体的安全如何保护？普通人
又该如何适应变化？
这一想法的确代表了不少人目

前矛盾的心态，但对于不确定事物
的担忧，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表现。
回想三年之前，疫情早期高重症率
和高死亡率、呼吸机“一机难求”、医
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场景依然历历在
目，给许多人留下了严重的负面记
忆，尽管当下的情况早已今非昔比，
但人们要逐步接受适应疫情防控的
新阶段，克服对病毒的恐惧，依然需

要一个过程。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过分焦虑

不可取，要尊重科学，客观认识“奥
密克戎变异株传染力强，致病力明
显减弱”的事实。基于这一科学结
论，大可放平心态，做好自己的本
分，重视个人防护，坚持“防疫三件
套”“防护五还要”，尤其是规范佩戴
口罩，以及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此外，现在正处于呼吸道传染病的
高发季节，要注意休息、补充营养和
锻炼，增强自身免疫力就是最好的
健康防线。
当下，疫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

有效的措施，凡是符合接种条件的人
群应全程接种。而60岁以上特别是

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的
患者，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是新冠肺
炎主要的重症高风险人群，更要尽快
接种，最大程度上保护好自己。
同时，我们也必须克服新形势下

对疫情防控松懈怠慢的心态。优化调
整疫情防控举措，不是“躺平”也不是
“弃守”。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
即便核酸查验的场景变少了，甚至也
无须高频率做核酸了，其所需承担的
责任相比之前其实有增无减。
在疫情防控更加精准化、科学

化的同时，要牢记每个人都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属地、部门、单
位、个人”四方责任防控体系中，“个人
防控”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有效的一

种方式。通过激发人人负责、人人参
与、人人协同的防疫新模式，在做好疫
情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寻找
平衡点，以更为灵活、弹性、柔性的防控
方式抗击疫情，离不开每一个社会成员
的支撑与配合，也考验着我们的防疫认
知与素养。
不焦虑，不懈怠；做好本分，遵

守规则；筑牢自我健康防线，保护脆
弱社会群体，这正是当下我们所应
当保持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与此同
时，政府部门也应当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消除焦虑困惑情绪，帮助民众
尽快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社会各
界携手努力，早日夺回阔别已久的
正常生活。

“新冠吃药顺序”“新冠囤药清

单”……各种家庭常备药品购买指

南，这段时间在朋友圈中被频频转

发，“线上买药”单量大增。对于囤

药是否有必要，也在网上持续引发

热议。

冬季本来就是呼吸道疾病的

高发季，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同

时存在，也增加了叠加的传播风

险。防患于未然是人之常情，有备

才能无患，但过犹不及。

备药更要对症。在出现症状

的初期，应尽快进行对症治疗，像

退烧药、止咳药、化痰药、治疗咽痛

咽干的药等都可以通过咨询医师

进行合理储备。

有了药也不能乱吃。对于市

民来说，如果出现了发热、干咳、乏

力、嗅味觉减退、咽痛肌痛等症状，

不能机械性用药，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治疗，不要乱服用抗生素以及抗

病毒药物。

要让广大市民掌握备药、吃

药的一些基本常识，社区医疗机

构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居民合理用

药的需求，像虹口区的江湾镇街

道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根据

居民的不同情况，叮嘱他们日常

用药注意事项，做好社区居民的

“健康守门人”。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每个人都

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除

了对症备药，不乱吃药之外，广大市

民还要始终坚持防疫“三件套”、防

护“五还要”，新冠疫苗应接尽接，为

自己穿好“无形的防护服”。

这几天，“清晰明了”的“新冠

吃药顺序”图、“新冠囤药清单”等

在社交平台上疯传，大家纷纷收

藏，不少市民朋友甚至开始跟风囤

药。这到底靠谱吗？有着丰富抗

疫经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专家组成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炜指出，

盲目跟着“囤药清单”买药并不可

取；并且无论西药还是中成药，都

是讲究对症下药，自行用药不当也

容易造成对肝肾的损伤。

吃药讲顺序？按功效！
近期刷屏的，有一张“新冠吃

药顺序图”，“贴心”分了四组，“前

期”包括四季抗病毒合剂和风寒

感冒颗粒；“浑身疼”则用复方氨

酚烷胺片，“发烧”是布洛芬缓释

胶囊；“中后期”吃连花清瘟胶囊

和蒲地蓝消炎片；最后，“预防”可

选果维康。

“在各地的新冠患者治疗中，

还没有一个绝对、完整的吃药顺

序，医生会根据患者出现的症状对

症治疗。”张炜指出，“图里包含的

七八种药，有西药和中成药，每种

药有不同的功效，需根据各自功效

来服用，而不是简单按序来服用。”

张炜一一解释，第一组“前期”

的两种药中，四季抗病毒合剂是一

种中成药，具有疏风清热解毒作

用，出现咽喉痛等上火症状，可以

考虑使用；而风寒感冒颗粒是疏风

解表药，一般针对流感，或者出现

了鼻塞、流清涕等症状。前者治

“风热”，后者疗“风寒”，吃错反而

适得其反。

第二组中，“浑身疼”的复方氨

酚烷胺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对

甲基氨基酚成分；而“发烧”的推荐

布洛芬缓释胶囊也是常用的解热

镇痛药，一般用于发烧伴鼻塞、流

鼻涕、头痛、全身酸痛等情况。“西

医治疗感冒的药物，多为复方，有

止痛、抗过敏、退热、止咳等作用，

都是针对典型的症状。”张炜说。

第三组连花清瘟胶囊和蒲地

蓝消炎片，从中医角度而言，解毒

力量比较强。前者主要起到清热

解毒、宣肺泄热作用；后者只有在

出现喉咙痛、流黄鼻涕、咳黄痰等

上火情况，才考虑使用。

至于第四组，果维康主要含有

维生素C，对治疗而言实在谈不上

多大的功效。

“这些药物多针对上呼吸道症

状，而新冠病毒感染后，还可能出现

以消化系统为主要表现的症状，图片

中的药物是无法缓解的。”张炜说。

按网图“自疗”？遵医嘱！
事实上，如果到了服用所谓

“新冠吃药顺序图”的第二、第三组

药物时，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应

该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

张炜指出，不同地域的发病特

点和导致的具体症状都是不同

的。就从新冠病毒感染来说，在广

州主要是“风热+湿”，而在新疆主

要是“风寒+燥”。在对药物不熟悉

的情况下盲目购买使用，可能会起

到相反的作用。

“从个体角度而言，每个人的

体质、症状不同，所服用的药品也

不完全相同。要按照医嘱、处方或

者说明书对症服用，不建议相信网

传的‘吃药顺序图’等，也不要自行

混搭吃药。”张炜说，“用药不当或

者叠加使用，会对肝肾造成损伤。

万万不可在一种药没有见效的情

况下，就两种甚至多种药叠加使用

或者超剂量服用。”

他特别提醒，不要在无处方或

无药学服务的情况下购买处方

药。即使是常见小病，或长期使用

的药品，往往也需要根据病情由医

生决定是否维持或调整原有用药。

冬季也是感冒发烧季，张炜

说，防感冒和防新冠其实很相似，

还是要做好规范佩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做好“手卫生”等个人防护

措施。同时增强自身免疫力，保证

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充足摄

入，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一旦出现感冒症状，市民又该

如何应对呢？张炜给出了“四部

曲”建议：首先自测抗原或通过核

酸检测，确定是否感染了新冠病

毒；在排除新冠的可能性后，多喝

水、保证休息，保证营养，放松心

情；基于自己以往的经验，可以服

用一些自备的感冒药，但是必须要

明确自身的症状，也千万不要联合

用药或超剂量用药。“举例来说，要

辨别自己是风寒还是风热，像板蓝

根是治疗风热的，不适合作为抗病

毒药物来使用。”他也曾看到有人

服用头孢，事实上抗细菌药物对病

毒是没有效果的。

而一旦两日左右症状没有好

转，一定要及时就医。张炜说，很

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体温，“病毒

感染有一定的时间和疗程，正常来

说两三天即可退烧，那么高烧不退

就是疾病没有控制好转的表现之

一，要当心病情进一步加重。”

多买药囤着？没必要！
同样在网上很火的，还有各式

各样的“囤药清单”，有些“清单”除

了连花清瘟、感冒灵颗粒等药品

外，甚至还有制氧机、血氧仪等医

用设备。

“没必要！”张炜斩钉截铁地表

示，“家庭小药箱可以适当备一些

OTC药物，自己过往感冒时服用

行之有效的，比如布洛芬、泰诺或

中成药。至于有些人根据清单备

了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实在

不可取。”

值得一提的是，特殊人群用药

也有讲究。就儿童来说，世界卫生

组织以及我国的发热指南均推荐，

儿童发热，解热镇痛药物可以选择

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退热，但

是不推荐两者联用或交替使用。

有些人甚至想要自备阿兹夫定

等用于新冠临床治疗的新冠药物。

对此，张炜指出，这些都是处方药，

目前个人无法在药店购买。并且，

这些药物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

用，市民没必要也不能随意服用，因

为它们是存在一定不良反应的。

那能否靠服用药物来预防感

冒、新冠？“药店所购买的感冒药大

都是起治疗疾病的作用，并不能起

到预防的效果。如果没有疾病而服

药，会打破人体机能原来的平衡，增

加肝脏、脾胃负担，反而有可能会得

病。”张炜解释，“至于有人囤维生素

C，目前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补

充维生素C可以预防新冠，而且维生

素C可以通过每天的蔬果中获取。”

“药物都有保质期，存储也有

一定的条件要求。请市民朋友根

据实际情况有计划、科学地备好自

家的小药箱，有不适的症状还是要

及时就医。”张炜说。

本报记者 郜阳

奥密克戎

病毒致病性减

弱，疫情防控措

施不断优化，上

海市健康促进

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健康促

进中心提醒市

民：只有筑牢三

道健康屏障，才

能早日走出疫

情阴霾！

做好
个人防护
疫情防控

措施优化后，市

民应更加重视

个人防护，坚持

“防疫三件套”

“防护五还要”，

尤其是规范佩

戴口罩，注意紧

贴面部、遮盖口

鼻，及时更换。

保持社交距离，

不扎堆，不聚

集。注意个人

卫生，勤洗手，

咳嗽、打喷嚏时

掩住口鼻。室

内每天至少通

风两次，每次至少30分钟，使用

空调时也要注意通风换气。

增强
自身免疫

目前正逢冬春季节呼吸道传

染病的高发季节，增强自身免疫

力是抵御各种病毒入侵的基础

条件。市民要注意营养膳食，饮

食中注意保持食物的多样性，保

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

充足。做到起居有常、睡眠规

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科学

运动，建议每周至少锻炼3次，每

次锻炼至少30分钟，不断提升心

肺功能。

接种
新冠疫苗

疫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有

效的措施，不仅能有效保护个人

健康，也有助于早日构建群体免

疫屏障。因此，凡是符合接种条

件的人群应全程接种，60岁以上

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基

础性疾病的患者，没有接种疫苗

的人群是新冠肺炎主要的重症高

风险人群，更要尽快接种。

本报记者 左妍

不焦虑不懈怠 筑牢自我健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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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吃药靠谱吗？家庭药箱备些啥？
专家：盲目跟着“新冠囤药清单”买药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