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药  讯 
 

（第一百五十一期）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药剂科主办       2021 年 6 月 4 日 

 

 

药事动态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抗微生物药物

管理遏制耐药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函〔2021〕73

号解读…………………………………………… 2 

 

科普天地 
 

失眠了，一定要吃安眠药吗? ………………… 3 

西洋参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5 

 

院内协定膏方介绍 
 

院内协定膏方——益气固元膏………………… 7 



2 
 

                                                               

《药事动态》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抗微生物药物管理遏

制耐药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函〔2021〕73 号解读 
 

为进一步加强抗微生物药物管理，积极应对微生物耐药，持续提

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抗微生物药物管理遏制耐药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立足于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微生物耐药问题，从五个方

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充分认识做好抗微生物药物管理的重要性，要求各地高度重

视抗微生物药物管理工作，持续做好工作部署和责任落实； 

二是统筹部署推进，全面加强抗微生物药物管理，要求各地规范

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医疗

机构应科学调整优化抗微生物药物供应目录； 

三是完善管理措施，进一步提高合理用药水平，要求各地将抗微

生物药物合理使用情况纳入医院评审、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合理用药

考核等工作，进一步增加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细菌耐药监

测网入网医疗机构数量，试点开展抗微生物药物体外敏感性折点研究； 

四是立足多学科协作，提高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要求医疗机构

加强感染性疾病科建设，实施临床重要耐药微生物感染的个性化循证

防控措施，优先培养配备抗感染领域的临床药师，规范β内酰胺类药

物皮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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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合理用药意识，要求各地重点宣传

抗微生物药物使用误区和不合理使用的危害，建立抗微生物药物合理

使用定期宣传机制，切实提升公众对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认知水

平。 

 

                                                                                                                                    

 

《科普天地》 
 

失眠了，一定要吃安眠药吗?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增快，失眠已成为常见的一种疾病，长期

睡眠不足不仅降低了生活质量、影响工作效率、增加事故隐患及精神

疾病危险，还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因此，很多失眠的

朋友经常会寻求安眠药的帮助，不乏滥用等不合理服用情况，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选择？ 

一、何为失眠？ 

失眠就是以频繁而持续的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困难并导致睡眠满

意度不足为特征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缩短，

睡眠浅表，容易过早地醒来，醒后不能再继续睡，以及不能消除疲劳、

恢复体力与精力等。 

二、药物选择 

失眠往往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心理负担，虽然安眠药（也

叫镇静催眠药）是个好东西，但是又因滥用失眠药物而损伤身体等。

下列为笔者为大家梳理日常比较常用的品种以及其用法，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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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安眠药的选择 

药物 用法 不良反应 依赖性 适用人群 

艾司唑仑 1~2mg,睡前服 口干、嗜睡、头昏、乏

力等 

较轻的依赖性 易醒、早醒、

多梦 

阿普唑仑 0.4~0.8mg,睡前服 嗜睡，头昏、乏力等 有成瘾性 易醒、早醒、

多梦 

地西泮 5~10mg,睡前服 嗜睡，头昏、乏力等 可产生依赖性和

耐受性 

伴焦虑 

唑吡坦 10mg,老年人或肝肾

不全者 5mg 睡前服 

嗜睡、头痛、头昏、腹

泻、恶心等 

极少产生耐受和

成瘾性 

入睡困难 

佐匹克隆 7.5mg,老年人最初临

睡前 3.75mg，必要时

7.5mg；肝肾不全者，

3.75mg 为宜 睡前服 

偶见嗜睡、口苦、口

干、肌无力、遗忘等 

极少产生依赖性 入睡困难 

扎来普隆 5mg～10mg，睡前服 较轻的头痛、嗜睡、

眩晕、口干、出汗及

厌食等 

极少产生依赖性 入睡困难 

当然，还有中医中药，但需辨证用药，且一般联合汤药服用，常

用中成药有：归脾丸、百乐眠胶囊、柏子养心丸、天王补心丹、枣仁

安神丸和乌灵胶囊。  

三、非药物治疗 

我们应尽可能不采取药物治疗的手段解决失眠问题。具体的方法

有：1.中医认为药食同源，可以利用药膳疗法来辅助治疗，预防保健；

2.中医疗法：针灸、推拿、蒸汽足浴刺激足部穴位、子午流注治疗等；

3.保持情绪稳定，劳逸结合和睡眠环境的适宜，并且养好良好的作息

习惯；4.睡前尽量避免茶、烟、酒等刺激性的东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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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人的一生有 1/3 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有助

于缓解疲劳和恢复精神，如果出现失眠的现象，千万不要太过焦虑，

也不能盲目用药，应该在药师或医生指导下合理选择用药。是药三分

毒，大家平时生活中还是应该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改善睡眠，远

离“失眠”。 

                                                                   

《科普天地》 
 

西洋参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西洋参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西洋参的根。具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

的功效。主治气阴两伤证,肺气虚及肺阴虚证,热病气虚津伤口渴及消

渴。 

西洋参服用方法 

1、含化法 

西洋参放在砂锅内用水蒸一下，使其软化，再切成薄片，放在干

净的玻璃瓶内或瓷瓶内。每日早饭前和晚饭后各含服 2～4 片，细细咀

嚼咽下。 

2、冲粉法 

将西洋参研成细粉状，每次使用 5g 参粉置于杯中，冲入沸水加盖

约 5 分钟即可饮用，可重复冲服几次至无味。 

3、炖服法 

将西洋参切片，每日取 2～5g 放入瓷碗中，加适量水浸泡 3～5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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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碗口加盖，再将碗置于锅内，隔水蒸炖 20～30 分钟，早饭前半小

时服用。 

4、蒸服法 

将西洋参用小火烘干，研成细末，每次取 5g，将一个鸡蛋拌入，

蒸熟后服用。 

5、煮汤法 

将西洋参切成薄片，做菜汤时每次放入约 10g 共煮。 

6、泡酒法 

用西洋参 30g 置于净器中，用米酒 500g 浸泡，密封 7 日后取食，

每日两次，每次空腹饮用 20 毫升。酒尽再添，味淡后取参食之。 

7、煮服法 

将西洋参切片，取 3g 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用文火煮 10 分钟

左右。趁早饭前空腹，将参片与参汤一起服下。 

服用注意事项 

1、忌喝茶。 

因茶叶中含有多量的鞣酸，会破坏西洋参中的有效成分，必须在

服用西洋参 2～3 日后才能喝茶，也最好不要喝咖啡，咖啡对西洋参的

效果也有一定影响。 

2、忌食用萝卜。 

西洋参为补气药，白萝卜是下气的（清热解毒,清凉等作用），白

萝卜会削弱西洋参的补气作用，从而降低药效。 

3、警惕不良反应。 

有的人服西洋参后，会出现畏寒、体温下降、食欲不振、腹痛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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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也有的会发生痛经和经期延迟；还有的会发生过敏反应，上下肢

呈现散在性大小不等的水泡，瘙痒异常，停药后，水泡可自行吸收消

退。 

4、体内寒凉者慎服。 

中医认为，西洋参属于凉药，如果身体有热症，比如口干烦躁、

手心发热、脸色发红、身体经常疲乏无力，使用西洋参类补品可以达

到调养的目的。反之，阳气不足，胃有寒湿者，就应避免服用西洋参，

否则就会加重病情。另外，“非虚勿补”。如果身体并无不适，不宜经

常服用西洋参含片。 

5、服用时还要考虑季节性。 

春天和夏天气候偏干，适合服用西洋参以益气生津，不宜服用人

参或红参；而秋、冬季节更适宜服用人参或红参。 

                                                              

院内协定膏方——益气固元膏 

 

 益气固元膏 

【功    效】 益气扶正，固本培元。 

【主要成份】 党参片、熟地黄、半枝莲、石见穿、黄芪、酒女贞子、

炒鸡内金、麸炒白术、阿胶、当归等。 

【功能主治】 放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者；长期放

化疗所致身体虚弱者；免疫力低下者。 

【用法用量】 每次 1 匙，约 10～15ml，每日早晚各一次，空腹或两餐

中间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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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程】 伴随化疗周期，每次化疗后 3～5 天开始服用，至下次

化疗前 3～5 天停止。化疗期间配合中药汤剂口服，以

减轻化疗引起的消化道反应（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 

【注意事项】 1.服药期间应忌食生冷、油腻、辛辣等不易消化且有较

强刺激性的食物。2.在服用膏方期间如发生感冒、发热、

咳嗽痰多时应暂停服用，待病情恢复后继续服用。3.在

服用膏方时若发生胃肠炎或呕吐、腹泻、厌食等症状时，

应暂停服用，待症状消失后，再在医生指导下继续服用。

4.应放入冰箱冷藏防止变质，如遇发霉等情况不可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