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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

滴眼剂是眼科治疗中常用的一种方式，由于目前市面上滴眼

剂的种类较多，用途各不相同，如果出现眼疾，不要随意选择滴眼

剂，一定要及时就医，在药师的指导下正确使用，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治疗效果，还能减少不良反应。本期健康周刊特邀专家讲讲滴

眼剂该如何使用，在使用期间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使用滴眼剂前要检查要洗手

避免与其他人共用滴眼剂
□本报记者 于亚军

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副主
任药师朱岚介绍，滴眼剂在使用前
应仔细核对说明书等相关内容，同
时检查是否过期，有无变色、有无出
现颗粒、混浊或棉絮状沉淀物。如

果有上述情况，禁止使用。
使用滴眼剂之前，务必用流动

水和肥皂洗净双手，或使用 75%的
酒精消毒手指，以避免将细菌带入
眼睛。

滴眼剂使用有技巧

据朱岚介绍，首先将头部稍后
仰或平卧，眼睛向上注视，这样便
于滴入滴眼剂。其次，用手指轻轻
拉开下眼睑，暴露下结膜囊，注意
避免触摸到眼球或睫毛，以免污染
药品或刺激眼睛。将滴眼剂瓶口
距离眼睛约 1至 2厘米，轻轻挤压
瓶身，将一滴滴眼液滴入下结膜囊
内，再轻轻提起上眼睑。如是眼膏
或者眼用凝胶剂，用棉签将条状药

膏涂入，接着将上眼睑轻轻提起后
下压，使眼膏充分置于结膜囊内，
闭眼休息片刻，轻轻转动眼球，使
药膏分布均匀。

用药后闭上眼睛，用手指轻轻
按压内眼角（泪囊区）3至5分钟，以
减少药液通过泪道流入鼻腔和喉
咙，帮助药物吸收。用干净的纸巾
或棉球轻轻擦拭眼睛周围的多余药
液，保持眼部清洁。

朱岚表示，使用滴眼剂要严格按
照医生或说明书规定的频次和剂量
使用，避免过量使用导致不良反应。
使用时，瓶口不要接触眼睛或他物，
以免造成污染。使用完毕后应立即
将瓶盖拧紧，避免药液挥发或污染。
同时，避免与其他人共用滴眼剂。

如果同时需要使用滴眼剂和眼
药膏，应先使用滴眼剂，间隔 10至
20分钟后再使用眼药膏。药膏停
留较久，可能会由于油膜而出现雾

视，对视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在
午睡或者晚睡前涂用。

滴眼剂一般在常温下避光保
存，少数需要冷藏（2℃至8℃）保存，
避免冷冻。避免将滴眼剂放在阳光
直射或高温潮湿的环境中。一般首
次开封后使用时间不应超过 4周，
除非药品的说明书上另有说明。当
使用不含防腐剂的单剂量滴眼剂
时，开封后使用一次就应弃用，最多
不超过一天。

使用滴眼剂后需观察反应

朱岚表示，用药后如眼睛有不
适或异常症状出现，应及时就医并
告知医生正在使用的滴眼剂种类和
用量。对于混悬液类型的滴眼剂，
在使用之前应当充分摇匀。儿童及
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群，应在
用药前咨询医生或药师的建议，以

确保用药安全。
总之，正确使用外用滴眼剂是治

疗眼部疾病的重要一环，在使用过程
中应注意细节和注意事项，可以确保
滴眼剂发挥最佳疗效并减少不良反应
的发生。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
或不适，应及时咨询医生或药师。

滴眼剂，你用对了吗？

□本报记者 于亚军
消化性溃疡是常见的一种疾

病，今天，特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专家为大家科普消化性溃疡。

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
处副主任中药师张晓娟介绍，消化
性溃疡是指胃肠道黏膜被胃酸、胃
蛋白酶消化造成的溃疡，溃疡处黏
膜缺损超过黏膜肌层，但不同于糜
烂，消化性溃疡中的胃溃疡和十二
指肠溃疡最常见。

消化性溃疡的临床主要症状表
现为上腹部疼痛，疼痛严重程度、性
质不一，可呈隐痛、钝痛、胀痛、烧灼
样痛或饥饿样痛，有时也表现为上
腹部不适或腹胀等消化不良症状，
也有少数患者无症状，或以出血、穿
孔等并发症为首发表现。典型的十
二指肠溃疡疼痛常在两餐之间或餐
前发生，进食或服用抗酸药物后可
缓解，可发生夜间疼痛。胃溃疡疼
痛多在餐后1小时内出现，1至2 小
时后逐渐缓解，胃溃疡除上腹疼痛
外，还可有反酸、嗳气、烧心、上腹饱
胀、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症状。

张晓娟表示，胃镜及活检组织
是诊断和鉴别诊断消化性溃疡最主
要的方法。胃镜检查可以观察到溃
疡的部位、形态、大小、深度以及溃
疡周围黏膜的情况。对于良、恶性
溃疡的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准确
性高于钡剂造影。

张晓娟表示，抑制胃酸分泌的

药物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以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
托拉唑、艾司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和
艾普拉唑等为主的药物，这类药物
抑制胃酸分泌作用更强，且作用持
久，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首选药物，
常规剂量为一天两次，饭前口服。
第二类药物是法莫替丁、雷尼替丁、
西咪替丁、罗沙替丁等为主的药物，
常规剂量为一天两次，饭前、饭后口
服均可。另外，目前市场上的伏诺
拉生、替戈拉生、凯普拉生等是新型
的抑酸药物，具有起效更快、抑酸更
持久、服用不受进餐影响等特点，因
为是新药，目前此类药物用于治疗
消化性溃疡的比较少。

“除了以上介绍的抑制胃酸分
泌药物外，还有胃黏膜保护药物，胃
黏膜保护药物也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以铝碳酸镁、磷酸铝、硫糖铝、氢
氧化铝凝胶等为主的药物，称为弱
碱性抗酸剂。另外一类是以枸橼酸
铋钾、复方铝酸铋颗粒、胶体果胶铋
为主的药物，称为铋剂。”张晓娟说。

对症治疗消化性溃疡
众所周知，熬夜对健康非常

不利。但是，很多人出于工作需
要，免不了要上一段时间夜班，
比如急诊医护人员、保安、夜班
编辑等。此时，该如何把健康补
回来呢？

上夜班前
1.逐步提前就寝时间
上夜班前调整生物钟，是确保

高效应对夜班任务的重要步骤。建
议在上夜班前的一段时间内，比平
时提前 30分钟至 1小时就寝。比
如，平时在 23点钟入睡，那么尝试
每天 22点钟入睡。让睡眠时间提
前，能够让人在上夜班的当天先多
睡一会儿。

2. 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
如果其他家庭成员还没有作入

睡准备，那你可以使用耳塞或白噪
音机器来消除外部噪音干扰。保持
房间温度在舒适的范围内，通常建
议在18℃至22 ℃。

3. 避免刺激因素
夜班工作当日下午应避免饮用

咖啡、茶或其他含咖啡因的饮料。
4.避免电子设备
在睡前 1至 2小时内避免使用

电子设备，因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
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质量。

5. 提前规划饮食
晚餐提前 30分钟，应以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过饱，同时
避免饮酒和吸烟。

6. 心理准备
对即将到来的夜班任务保持积

极、自信的态度，可利用 10至 15分
钟提前规划夜班工作，作好准备，减
轻压力感。还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
巧，如深呼吸、冥想等，有助于缓解
紧张情绪，提高睡眠质量。

上夜班后
1.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
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和凉爽，拉

上遮光窗帘、使用耳塞等工具减少
噪音和光线干扰，告知同住人保持
安静。

2.避免使用电子设备
夜班结束后，不要刷手机，因为

即使在白天，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
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3.进行放松练习
可以继续进行放松训练，如放

松呼吸法、瑜伽，有助于缓解身体和
心理上的压力，让你更容易入睡。

4. 饮食辅助
夜班结束后，一顿包含蛋类、蔬

菜水果、主食的营养全面的早餐必
不可少。量为平时早餐的1/2至2/3
为宜，比如一片面包、一个鸡蛋、7
至 8个圣女果或半根香蕉，不能吃
得太多，以免影响稍后的睡眠。

此外，为有效减轻熬夜带来的不
良影响，每周进行2至3次有氧运动
也非常重要，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游
泳、球类运动，时长30分钟左右。
（据《家庭医生报》曹月 郭街仔）

上夜班 如何把健康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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