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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说明书，生活离不开，

但“费眼”又“专业”，有时候真挺

闹心。

字小，可不仅是读起来不方

便，甚至有可能影响用药安全。

从实地走访看，对药品说明书

的主要“读者”老年群体，“好看”的

说明书是刚需。

可也要理解药企的苦水：说明

书内容须经国家药监部门审核批

准，药企不能随意更改；药品说明

书的大小已经与自动化设备匹配，

每更改一次支出不小……

小说明书里藏着大民生。规

范化要求、企业成本和百姓看清看

懂之间总有办法找到平衡点。适

老化改造，社会生活里还有不少课

题，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可家家

都有老，人人都会老，“从上到下”

都形成“适老”意识，主动求变，办

法总比困难多。

给药品说明书“画重点”，势在

必行、亟待加速。期待早些再早些

惠及民生。

字小事不小

本报记者 郜阳

徐熠告诉记者，去年10月，国

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说明书适老

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让药品说明书“好看”有了“官方说

法”。方案将上海列为试点地区之

一，试点的品种为常用的口服、外

用等药品制剂。

记者注意到，方案给出多种选

择——改良计之一，“大字版”纸质

药品说明书，内容不变，“部分项目

的字体、格式加大、加粗印制”，同

时鼓励提供完整版的电子药品说

明书；改良计之二，提供“简化版”

纸质药品说明书，同时提供完整版

电子药品说明书。此外，还鼓励提

供药品说明书、标签的语音播报服

务、盲文信息，满足老年人、盲人和

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的安全用药

需求。

不过，记者在多家三甲医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访中发现，药

品说明书适老化“改良”，目前患者

的获得感还不高。

老百姓心中，“好看”的说明书

长什么样？“字变大”是绝大多数人

的共同心声，少一些毫克毫升，大于

小于之间的“搞脑子”，呼声也不小。

张静给出的建议是，普通市民关注

的重点，字大点；给医护药师等专

业人员看的部分，字小点无妨，两

者可以通过正反面等方式区分。

当然，改造也非想象中那么简

单。要知道，药品和包装都有相应

的规格，将说明书字体放大有可能

需要更大纸张、更大药盒，牵一发

而动全身，影响整条药品生产包装

线。业内人士还指出，药品说明书

同样是一份法律凭证，全面亦是规

避风险所需。

在张静看来，变“好看”不易，

但必须改变，“能从先行先试的药

品、地区总结好经验，对老年患者

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她也提出，

字号、内容调整只是一方面，未来

还可以尝试嵌入更清晰易懂的图

片、视频用药指导，医院、药店也要

为老年患者和特殊群体提供更贴

心细致的药事服务。

每个人都想健健康康，可谁还没个头疼脑
热，被迫加入“买药大军”。
若是到医院开药，绝大多数会有个简单的

“小贴贴”注明，此药日服几次，一次多少药量。
可如果是在药店买医保药品，抑或是在网上买非
处方药，药品说明书的作用就大了。
说起药品说明书，相信大部分人的感受一

样：字小，密密麻麻，年轻人看着都费劲；内容专
业又冗长，想找到“需要的”部分，犹如大海捞针。

2023年年中，国家药监局公开征求《药品说明
书适老化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意见，上海等
多省市为试点省份。冬春交替，流感和普通感冒
多发，不少市民在阅读药品说明书时发现，有些
关键信息清晰了，有些还是“蝇头小字”。
药品说明书想要变“好看”，让百姓吃药时

“覅吃药”，要“放大”的，可不只是文字。

吐槽核心 看不清 算不清打开一个社交媒体App，输入

“药品说明书”的关键字，能看到的

大多是吐槽。厚厚一叠，铺开比人

的上半身都长；比芝麻还小的字

号，一个大拇指就能遮住四五十

字；密密麻麻几页，最要紧的“服用

方法与剂量”，混在其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家

门口的医院”，老年居民多，感触

更深。前几日，记者走进市中心

的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随机询问排队取药的几

位爷叔阿姨，都直言药品说明书

“根本看不清”。一位阿婆大倒苦

水，寒假到了，儿子媳妇把孙女送

来她家，小囡一记头发寒热，屋里

有药，能不能给小孩吃，吃多少，

愣是看不清，只好一趟趟给儿子

打电话求助。

门诊办公室副主任沈祎，也

是一位家庭医生。他注意到，医

院给的“小贴贴”字迹模糊或脱落

“失踪”后，上了年纪的老人怕搞

错用量，习惯借助药品说明书确

认，“家庭医生群里不时会有老人

来问，这药该怎么吃。小辈不在

身边，老花镜甚至放大镜都不起

作用”。

沈祎告诉记者，还有一群人，

看着应该不会有理解障碍，但也

是常见咨询者——宝爸宝妈。有

些药物区分成人、儿童，儿童还分

成体重大于等于40千克和体重小

于40千克的。“换算很是头疼。”沈

祎感同身受。

他还列举了一款治疗带状疱

疹的口服溶液，用法用量里有一行

写着“本品推荐剂量为每次75或

150毫克，每日2次；或者每次50毫

克或100毫克，每日三次”。尽管后

续附了“单次剂量和对应取药体

积”的表格，也还是够“烧脑”了；别

提老人上了年纪判断力减弱，搞混

“升克”之别，容易出事。

而记者也在多份常见药的药

品说明书上看到，“用法用量”一

栏，标注“毫克”而非“片、粒”的更

为普遍。此外，某些西药外包装

相近，药片剂量却翻了个倍，老病

人一不当心，也容易“吃药”。

记者又来到位于徐汇百联商

业中心的第一医药徐汇旗舰店，

那儿正对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国妇婴），且周边小区

较多，顾客需求多元。门店店长

陈黎娜说，会遇到老人或家长买

药时反复确认怎么吃，生怕回家

后看不懂说明书。药师都会在现

场给出用药意见，如果老年人有

需要，也会将用药量写在药盒上。

记者求证 为啥长 该写啥
“药品说明书和人的出生证明

一样，包含了药品最基本、最主要

的信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药师徐熠解释。

徐熠感叹，对普通市民，尤其

是生病的患者，看到这么多内容

“挺头疼”的。可是，哪怕头晕眼

花，也必须“抓出”药品说明书上那

些“不得不看”的重点来保证用药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

网，记者查阅到了目前的《药品说

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该规定自

2006年6月1日起施行。在“第二

章 药品说明书”中，对应当包含的

内容予以了明确。比如，“应当包

含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重要科学

数据、结论和信息”“应当列出全部

活性成分或者组方中的全部中药

药味，注射剂和非处方药还应当列

出所用的全部辅料名称”“应当充

分包含药品不良反应信息，详细注

明药品不良反应”等等。

在“第一章 总则”中，对于药

品说明书和标签的文字也有要求：

应当清晰易辨，标识应当清楚醒

目，不得有印字脱落或者粘贴不牢

等现象。

有药企方面表示，随着监管要

求的提升，得把药品的安全性、有

效性的信息都放进说明书，导致内

容越来越多。为了在现有纸张范

围内容纳更多内容，药品生产厂商

只能不断缩小字号。

也有人有疑惑，比如简单的流

感药物，有的药品说明书“短小精

悍”，有的却“洋洋洒洒”。对此，有

业内人士指出，这和药品在研发期

间的临床数据多少相关——有些

药物临床试验或上市后收集的不

良反应或副作用数据较多，按照规

定都要列举，那么说明书就会比较

长，反之就会简短一些。

“改良”路长 要用心 需换位

“微雕”版药品说明书费眼又费脑，能否更清晰明了

百姓期待吃药时“覅吃药”

药品说明书

▲ 同一款药品不同品牌的包
装和说明书都不同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说明书

读懂如何
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

徐熠表示，一份合理合规的药品

说明书涵盖的内容十分详细，可

能有  余项内容，包括警示语、

药品名称、成分、性状、适应证或

功能主治、规格、用法用量、不良

反应、禁忌证、注意事项、孕妇及

哺乳期妇女用药、儿童用药、老

年用药、药物相互作用、药理毒

理、药物代谢动力学、贮藏方法、

包装、有效期、批准文号、生产企

业等内容。

“在药品成分信息里，注明

了药品的化学信息，中药中各味

中药的组成。”徐熠介绍，“性状

则描述了药品的‘外貌’和‘气

味’，药品实物与说明书所描述

的性状进行对照，可作为药品真

伪或者是否变质的判断依据。”

此外，药品说明书中的适应证或

功能主治，告诉了人们药品可以

“治什么”，在治疗哪些疾病、改

善或缓解哪些症状方面“有特

长”；用法用量则说的是“怎么

用、用多少”……

怎么
“那么大张

药品说明书，对

患者来说，化学分子式、药

代动力学，他们看不懂。关心的

无非是三个问题：药能治什么、

这药怎么吃、有啥副作用。”打浦

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

科主任张静直言。

与之对应的，拿到一份药品

说明书后，确认药品名称和药品

剂型，找到适应症、成分、用法用

量、注意事项、特殊人群用药安

全等内容，了解药物的不良反

应，同时要注意有效期、贮藏条

件等，确保用药万无一失。

“比如感冒时买了不同复方

制剂，就要留心是否成分重叠

了，以免重复用药加重肝脏的负

担。”张静举例，“有些老人出现

牙龈增生，实际上是长期服用

降血脂降血压药物的副作用，

没有留意到，就可能造成不必要

的恐慌。”

好看

邵晓艳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