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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往一提到打石膏，很多人
都会想到搞笑影片中那个硕大笨
拙的石膏腿，如今这样的景观早
已消失。目前已有多种新型石膏
可选择，正确的使用可使患者得
到更好的生活品质。在纪录片《急
诊室故事》节目中，医师与骨折病
人沟通的石膏有两种，一种是传
统的，不能走路的。另外一种 !"#

元的石膏，没进医保需要自费，但
可以适当着力。对此，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科施
忠民副主任医师介绍，虽然目前
还未将树脂石膏，也就是纪录片
中的 !"#元自费石膏纳入医保，
但这种石膏无论功能及使用概
念都大大超越传统石膏（只是做
为固定骨折的用途）。如果懂得
使用，还有减低疼痛、降低肿胀、
促进周边关节活动、减少伤口并
发症等作用。
专家指出，传统石膏被淘汰

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骨科
的内固定器材料技术大幅进步，
手术就能达成固定目标，不需要
再用到石膏固定。另一方面则是
新型的树脂石膏较为轻薄服贴，
固定效果更好，因而渐渐取而代
之。树脂石膏由树脂加上玻璃纤

维做成，厚度较薄、不易脆裂、轻
盈透气并且在潮湿的环境下不会
变形。但该石膏边缘较为锐利，而
且需用锯子锯，会有灼烫伤的可
能，因此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
慎使用。
如今，新型的树脂石膏推陈

出新，有一种新发明的“软石膏”，
在干燥成形之后强度像橡皮，可
以用在像脚踝扭伤等软组织的固
定。还有一种新型的树脂石膏（热
塑石膏），只要将其浸到 $#!%

&#!以上的热水中就会软化，在
室温中就会慢慢变硬。拆除时可

以直接用撕的或剪的，如感觉形
状不好，用温度较高的抹布压在
上面就可改变形状。
此外，除了骨折，临床上用到

石膏的地方有很多，跟骨骼、软
组织、韧带结构、伤口都有关系。
如肌腱或韧带破裂缝合之后、重
建手术的融合重建或矫正；也可
用在伤口的固定；整形外科医师
有时也会用石膏来帮忙固定。因
此，骨科医师应要用传统石膏、
树脂石膏、热塑石膏，视情况交
替使用，让病人得到更好的生活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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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
院新近开设了合理用药免费咨询门诊。两个
月以来已接诊近百人，从医院收集的临床数
据来看，近八成患者平均每次门诊配四五种
药。然而患者缺乏合理用药以及安全用药的
知识。

岳阳医院合理用药咨询门诊负责人年华
博士介绍，门诊患者同时配好几种药已是普
遍问题。患者的用药咨询多是围绕同时拿到
几种药，是不是都要吃？该先吃哪个后吃哪
个？用药期间，是否需要忌口？用药后出现不
适，又该如何处理等问题。但对降脂药与胃炎
药同时服用会减缓代谢；抗凝药与丹参同服
反而会加大出血风险；服药抗抑郁药期间吃
奶酪会使血压异常升高等这些安全用药知识
缺乏了解。

目前岳阳医院首家开出合理用药免费咨
询门诊，主要针对患者糖尿病及抗菌药物用
药、心血管用药、呼吸科用药、消化科用药及
抗凝药物等临床最多用药五大专科，每周五
下午由专职临床药师为患者释疑解惑。今后
将逐步增配患者用药自助查询系统，患者可
自助操作获得用药指导。

同类降压药名称不同的药品

不宜联合应用

上周五下午，岳阳医院临床药学室副主
任药师年华博士照常走进门诊楼一楼左侧挂
着“用药咨询门诊”的诊室。市民沈阿婆一进

门就开始说起自己一身的病，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痛风……每天都得吃一大把药。
“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每次来医院，总习惯
挂几个科的号，一次性把药都开好。”但是面
对手里的这些药，老人也拿不准该怎么吃，正
好看见免费用药咨询门诊的“招牌”便走了进
来。年华博士发现沈阿婆的降压药中有两种
药物虽然名称不同，但是药物机理相同，不宜
同时服用，因为这样用药不仅疗效不互补，副
作用反而增加。此外，有痛风史的高血压患者
应用噻嗪类利尿剂会诱发或加重痛风。

高血压病是需要联合用药的，一般根据
病情不同联合 '%(种药。许多药物的疗效与

用药时间密切相关。年华告诉沈阿婆，根据生
物节律巧妙地安排最佳服药时间，可以使药
物发挥更好的作用。
年华博士指出，目前国内药师仅仅拥有

审方权，但在国外，药师拥有处方权，可以
针对医生的处方提出意见，甚至有限定地
修改医生处方，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医生合
理用药。

中西药同服要注意时间间隔

不少人都有中西药同服的习惯。对此，年
华指出，中西药同服要注意时间间隔。他提
醒，丹参片不宜与胃舒平合用，因为丹参片的
主要成分是丹参酮、丹参酚，与胃舒平所含的
氢氧铝化形成铝结合物，不易被肠道吸收，降
低疗效。中成药舒肝丸也不宜与西药胃复安
合用，因舒肝丸中含有芍药，有解痉、镇痛作
用，而胃复安则能加强胃的收缩，二者合用作
用相反，会相抵药效。此外，中成药止咳定喘
膏、麻杏石甘片、防风通圣丸与西药复方降压
片、优降宁不能同服。因为前三种含有麻黄
素，会使动脉收缩升高血压，影响降压效果。
而活络丹、香连片、贝母枇杷糖浆不宜与阿托
品、咖啡因、氨茶碱合用。因前者含乌头、黄
连、贝母等生物碱成分，与后者同服，很易增
加毒性，出现药物中毒。

抗凝药与某些食物不能混吃

入冬以来，不少市民开始购买起了滋补
品，打算送人或自服。但年华博士提醒服用抗
凝药的患者，西洋参和抗凝药华法林最好不
要同服，研究显示，西洋参可减弱华法林的抗
凝作用。此外，在服用华法林时，大量使用富
含维生素 )的食物，如猕猴桃、青豌豆、卷心
菜、韭菜、菠菜、生菜、奶酪、蛋黄和动物内脏
等，也会影响华法林的抗凝作用，使药效大打
折扣，而且患者可能会出现血液凝集的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西柚汁、柚子、丹参、银杏、甘
草则可增强华法林抗凝作用，可能造成抗凝
过度流血不止，轻则眼结膜、牙龈出血，重则
会引起大出血，危及生命。

谨防出现“身患多种病
服药一大把”现象

!

!贺天宝 吴瑞莲

! ! ! !人一旦上了年纪，掉牙是件极为
平常的事，甚至有人把“皱纹”“白发”
“掉牙”当做人衰老的三大标志。俗话
说牙口好才能身体好。
牙齿缺失后为什么要尽快修复？
!* 牙齿缺失造成牙槽骨萎缩：

牙缺失后正常咬颌力对牙槽骨的生
理性刺激将不复存在，将会给后期假
牙修复及维持口腔颌面部的平衡和
稳定带来巨大困难。'* 牙齿缺失容
易嵌塞食物，引起口腔疾病，如口臭、
龋齿、牙周病等。(* 牙齿缺失可能会
发生记忆力减退：缺牙会造成身体摄
取营养不足；长期牙齿缺失可能会发
生记忆力减退、呼吸道疾病、心血管
疾病等病。+* 牙齿缺失会使咬合关
系紊乱：牙齿缺失后剩余的牙齿会倾
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使咬
合关系紊乱。

牙齿缺失显得人苍老：牙齿缺失
后，牙槽的骨质逐渐吸收，会造成肌肉
萎缩，口角下垂，让人显得更加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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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医学博士

老年人因多病，治疗时用药的品种
亦较多，有的老年人同时服用 4-6种
药，因此药物副作用发生率亦较大，且发
生率和用药品种数成正比。多种慢性病
综合治疗时，用药品种应少而精，通常不
超过5种。尽管老年人患病时可并发多
种病症，但应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合理
用药。一般情况下，通常先服用急重病症
的治疗药物，待病情基本控制后，再适当
兼顾其他方面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