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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不能放雪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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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缺乏記性的病人而言，可筆錄服藥情況。這些藥簿在不少病人組織、社康機構都有派發。

吃藥是不少長期病患或長者的例行公事，但不代表他們處理藥物或服藥的方法一定正確。藥物種
類、成分、劑型眾多，一旦處理、服用或儲存時不留心，輕則影響藥效，嚴重者更會對病情有負
面影響。

病人或照顧者常認為病情已經好轉或有明顯改善後，就可以停藥，並將餘下的藥物儲起「看門
口」。但中文大學藥劑學院導師俞翠瑜博士指出，先不論自行停藥的風險，藥物本身能否保留也
是重點。「一般藥物有效期由數月至一年不等，但藥效易受潮濕及炎熱環境所影響，因此，藥物
必須以密封容器儲存在陰涼空間，千萬不要如電影情節般放在雪櫃、廚房甚至廁所，以免濕氣和
高溫破壞藥物成分。」

服食藥丸時偶意會遇到半粒劑量的問題，事實上，並非所有藥物均可切開半粒服用，俞翠瑜更不
建議市民將藥物磨碎服用。由於藥物有多種不同的成分、劑型，未必種種都可以切開。例如長效
型藥物即需依賴藥丸包膜，避免過早被腸道吸收，因此絕不能切開服用。一般藥丸形狀若為圓
形、長條形及中間有坑紋者，多數可以切開，相反，如屬三角形、橢圓形等則多不宜切開。「此
外治療癌症的藥物，由於藥效較強，且有可能影響細胞、胚胎的生長，因此也不可切開服用，以
防釋出的藥粉被照顧者吸入，影響健康。極端情況下，照顧者尤其是孕婦，即使協助病人取藥服
用，亦必須戴上手套，以防經皮膚接觸而受到藥物的影響。」

處理藥物步驟
切藥器分藥
利用專用的切藥器，可輕易將藥丸切半甚至四分一，以便服用。但注意每個切藥器只可供一位病
人使用，以防不同藥物殘留相互影響，而每次用後亦應洗淨風乾。

善用藥盒
部分病人需長期服藥，建議可用藥盒依服食時間分門別類將藥物放好，有助病人了解當日是否已
服藥。避免漏服或重複服藥的問題。

多劑型選擇
現時不少藥物都有藥水劑型以供選擇，有吞嚥困難的病人，不再需要將藥物磨碎混以清水服用。
但無論藥水或藥丸，均應以清水佐服，汽水、茶、橙汁、牛奶等，均有可能增強或減弱藥物的吸
收。

服藥APPS
打開智能手機，現時已有各種「提醒服藥APPS」以供下載，提醒用家準時服藥外，更會提醒所
需服用的藥物或劑量，減少忘記吃藥或吃錯劑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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