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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

急救药物应与其它家中常备
药物分开储存，最好是放在单独
的药箱或药盒中，同时放在家人
均知道的地方，以免在紧急的情
况下找不到药。对于家中有心脑
血管疾病或者哮喘疾病的患者，
可在床头柜等处放置速效救心
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等急救
药品，以保障患者突然发病可以
尽快拿到药品自救。

另外，建议大家至少一季度
检查一次家庭药箱，重点检查药
品的有效期以及有没有变质、变
色、霉变等情况。对于拆零的药
品，一定保留说明书，便于随时查
看；对于瓶装药品，如果已经打
开，可以在外包装标明打开日期，
时间过长或发现药品变质应及时
更换；如发现临近失效期，最好用
笔标注有效期；对于已过有效期、
变质、变色、霉变的药品应及时清
理出家庭药箱，并更换补充。

Tips 急救药最好单独存放急救药最好单独存放

硝酸甘油是一种亚硝酸盐，最好
放在棕色玻璃瓶内，置于遮光阴凉处
保存，储存温度最好15℃至30℃（最佳
储存温度20℃），过热、见光都很容易
让药丸分解失效。王基云分析说，贴
身存放硝酸甘油时，人体的温度一般
都超过36℃，药物有效成分容易分解
挥发。若需外出携带，建议将硝酸甘
油置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如遇室外
高温天气，有条件者可将药瓶放在具
有隔热层的装置内或与冷饮放在一
起，以便维持药瓶周围的低温环境。

另外，硝酸甘油的保存还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硝酸甘油的说明书上标
注的有效期一般为1年，但是由于开
封后反复打开瓶盖拿取药品，硝酸甘
油容易暴露在光照和空气中逐渐分
解，实际的有效期通常只有 3至 6个
月，开封超过 6个月的药建议更换；
使用时要快取药片，不用时拧紧瓶
盖。如果发现药片有泛黄、破裂、潮
湿、松散等异样，这说明硝酸甘油已
经变质。如果患者舌下含服时没有
出现灼热感、麻痛感，也没有面部潮
红、头胀等感觉时，这说明硝酸甘油
很可能已经失效。

另外，硝酸甘油服用时还需要注
意以下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药效。
比如硝酸甘油最好坐着吃；药物需要
舌下含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后，心绞
痛症状在1至3分钟内缓解才叫有效，
最多可连续含服3次。若疼痛不缓解
且伴大汗、面色苍白、四肢发冷等症状
时，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心肌梗死等严
重情况，应迅速拨打急救电话。

哮喘发作一般较急，不及时用药
干预往往会对健康造成很大伤害，甚
至可能死亡。哮喘患者对急救用药
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一定不陌生，它
的保存也有不少讲究。

王基云介绍，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应在30℃以下避光保存，避免过热、受
冻和太阳直射。气雾剂由药品和高压
气体两部分组成，平时是一个密封良
好、单向开放的出药系统。高压气体从
瓶中喷出时，就会将所需药品带到作用
部位发挥作用。虽然气雾剂是个密封
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里面的高
压气体还是会从出药口慢慢漏出。建
议每3至6个月检查药品，如果发现沙
丁胺醇吸入气雾剂按下阀门时没有明
显气体喷射、没有明显按压感，或者吸
入后症状没有丝毫缓解时，就要高度警
惕，这个药品可能没法“救命”了。

安宫牛黄丸在民间一直被奉为
中风急救的必备药。该药为大蜜丸，
其特性是含有挥发性芳香药物成分
和一定水分。安宫牛黄丸储存一定
要注意置于密闭、避光和阴凉处，锁
住挥发性芳香药物的有效成分，隔绝
空气和其它药品，防止变质风险，同
时一定不能放置在冰箱。如果发现
该药蜡皮破裂，就需要小心被空气和
细菌污染；如果发现大蜜丸出现霉
斑、虫蛀、变软，表面出现滑腻或者长
毛，或者有酸、霉等异味，这些信号都
提示药丸变质，不可再服用。

速效救心丸是一种棕黄色滴
丸，是中成药，主要成分为川芎、冰
片，具有特殊香味，需要在干燥、密
封、遮光条件下储存。服用时需注
意药物是否变软、变黏、变色、破
碎，如果滴丸色质变浅，凝结成块，
或者药味不浓郁，舌下含服时没有
感觉到药物的麻辣感、苦辣味，也
没有烧灼感、清凉透心感，说明药
物很可能失效了，应更换新药，以
免延误病情。

作为心绞痛发作时的急救用
药，速效救心丸需采用舌下含服
法。对于速效救心丸的使用，应根
据病情而定，切不可盲目多吃、乱
吃。还需要注意的是，速效救心丸
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低血压的患者
应慎服。低血压患者服用后，可能
出现眩晕等症状，加重低血压病情。

（据《银川晚报》刘威）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一项新研究
发现，气候变化可能会对神经系统疾
病患者产生负面影响，加剧患者病
情。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英国
《柳叶刀·神经学》杂志上。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小组对 1968
年至 2023年间全球发表的 332篇相
关论文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考虑

了 19种不同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
中风、偏头痛、阿尔茨海默病、脑膜
炎、癫痫等，同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
焦虑、抑郁等疾病的影响。

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许多神经
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可能会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极端高
温、极端低温以及季节性昼夜温差过

大。夜间高温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较
高夜温会扰乱睡眠，从而加剧病情。

研究还发现，在较高的环境温度
下，中风导致的入院率、残疾率或死亡
率会增加。此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更
容易受到极端温度以及洪水、野火等天
气事件的伤害，因为认知障碍会限制他
们调整行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研究人员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和
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人们正面临日益
恶化的环境因素，但之前很少有研究
预测气候变化对神经系统健康的影
响，阻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研究人
员建议需要加强并更新这方面的研
究，为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提供前瞻性
规划。 （据新华社 罗国芳）

新研究：气候变化可能加剧中风等神经系统疾病

急救药保存好、用对了，才能救急

冠心病、心绞

痛、心肌梗死、哮

喘等疾病起病急，

有这些基础疾病

风险的患者往往

会在家中常备一

些急救药，包括硝

酸甘油、安宫牛黄丸、速效救心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等。但是，家中急救

药品使用的频率通常不高，如果不注意保存方法，不定期检查，很有可能导

致失效。“现实生活中，一些‘救命药’常常因为保存不当或者使用方法不当，

在应急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引起一系列危险事件的发生。”本期

健康周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师王基云带您了解几种

家庭常用急救药的存放和使用注意事项。

案例：
“救命药”失效险些丧命

王伯今年70岁，因为患有冠心
病，他外出时总会在身上带几片硝
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

上周的一天早上，王伯照常去
家门口的公园晨练。打了一会儿
太极拳后，他突然感觉自己胸口有
点闷，于是从贴身衣服口袋里掏出
了“救命药”硝酸甘油服用。没想
到服药 2 个小时后王伯的症状还

是没好转。很快，他因心绞痛被送
到了医院急救。幸亏抢救及时，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硝酸甘油明明还在保质期内，
怎么吃上不管用呢？医生发现，问
题出在药丸上，因为最近天气热，
加上王伯一直把硝酸甘油药贴身
放在口袋里，药品长时间受热已经
失效了。

硝酸甘油不宜贴身带着

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最怕漏气

安宫牛黄丸保存不当易变质

速效救心丸需要遮光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