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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用药，看这本就够了》共分十个部分，详细、生动地讲述了用药必备知识、用药安全、心
血管疾病用药、消化系统疾病用药、呼吸系统疾病用药、内分泌系统疾病用药、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抗感染用药、妇科用药、儿科用药等内容。
全书内容翔实、丰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可读性。
　　《家庭用药，看这本就够了》可供广大关注医药使用的读者，包括医务人员、病人及其家属阅读
、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用药,看这本就够了>>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用药必备知识 /11.什么才是好药/22.药品不是普通消费品/33.药物为何制成不同剂型/44.日常购
药知多少/55.如何正确吃药/66.阅读说明书——不该忽视的用药细节/77.影响药效的个体因素/88.哪些药
不可研碎服/99.哪些药不宜酒后服/1010.油盐酱醋亦影响药效/1011.冲泡维生素C泡腾片宜用温水/1112.
服药也要讲姿势/1213.“丙球”并非万能药/1214.鱼油不是鱼肝油/1315.安慰剂的力量/1416.酒后头痛该
不该用药/1517.不妨用药戒酒/1718.漏服药物怎么办/1719.恨病也不能多吃药/2020.输液速度不能随便
调/2121.老年人输液应注意什么/2222.老年人用药“八防”/23第二部分 用药安全 /251.不是假药为什么
会有不良反应/262.用药不当可致猝死/273.用药不当导致“药物热”/274.常用药使用不当会成瘾/285.滥
用解热镇痛药也成瘾/296.同服多种药小心“药源性胃病”/307.有些药物可引起味觉异常/318.药物可引
起牙龈增生/329.谨防青霉素迟发型过敏/3210.滥用环丙沙星差点让她送了命/3311.小小去痛片须防副作
用/3412.当心维生素E服用过量/3513.钙补多了也致病/3614.银杏叶片不宜长期服/3715.治灰指甲缘何治出
肝衰竭/3716.甲氨蝶呤还能不能用/3817.小心静脉输液反应/4018.在假药中“闯祸”的二甘醇/419.三唑仑
为什么被严控/4220.细说药物“反作用”/44第三部分 心血管疾病用药 /461.如何选择降压药/472.选降压
药有据可依/483.降压药没有耐药性/524.高血压伴痛风怎样选择降压药/535.降压——请重拾复方药/546.
你会使用降压药吗/567.降压药应何时服/578.高血压患者 阿司匹林不宜长期服/589.夏季降压药量须调
整/5910.老年高血压降压需适度/6011.冠心病患者如何用药/6112.冠心病稳定期依然要服药/6413.冠心病
人需合理使用硝酸酯/6514.钙拮抗药不仅会 “伤心”/6615.钙拮抗药新用法/6716.钙剂与钙离子拮抗药
不矛盾/7017.怎样服用阿司匹林/7018.他汀类药物可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率/7219.合理选药防治心绞
痛/7320.医生帮您调血脂/7421.心率有快慢 选药各不同/7722.用普萘洛尔（心得安）防猝死/7923.慢性心
力衰竭吃药“四阶梯”/8024.心肺复苏快速用药新方法/8225.“伤心”药知多少/83第四部分 消化系统疾
病用药 /841.消化不良如何选药/852.腹胀可以自我药疗/863.消化不良试试消化酶/874.“价廉身微”的乳
酶生/885.合理应用胃肠动力药/896.慢性胃炎 药疗为主/907.治胃病，用好黏膜保护剂/918.胃病治疗离不
开控酸药/939.铝碳酸镁抗酸作用很明显/9410.胃药何时吃最好/9411.合用胃药“相宜”与“不宜”/9612.
胃肠病有时需用点抗焦虑药/9713.胆汁反流性胃炎巧用药/9814.治胃食管反流吃药吃多久/10015.夏季腹
泻怎样用药/10016.腹泻试试微生态制剂/10117.溃疡性结肠炎切莫乱用止血药/10318.两药联用治疗肠胃
易激综合征/10319.脂肪肝尚无特效药/10420.哪些药物伤胃肠/10521.对乙肝不要太悲观/10822.乙肝病毒
难除是何因/11023.乙肝用药常见错误/11124.乙肝用药四原则/11325.抗乙肝病毒药怎么用/11526.转氨酶
正常的乙肝患者不宜使用抗病毒药/11827.核苷类药物知多少/12028.核苷类药有何缺点/12129.治乙肝，
阿德福韦、拉米夫定各有千秋/12230.乙肝联合用药须谨慎/12431.治疗乙肝：1＋1未必大于1/12532.乙肝
病毒变异 拉米夫定耐药/12633.乙肝病毒为什么会耐药/12734.用抗病毒药不会产生依赖性/12935.该不该
用保肝降酶药/13136.哪些药能阻断肝纤维化/13237.急性丙肝如何使用干扰素/133第五部分 呼吸系统疾
病用药 /1351.咽炎选药有说道/1362.慢性咽炎患者慎用抗生素/1373.急性咽炎慎用抗生素/1384.治咽喉炎
莫入误区/1395.咳嗽选药看病因/1406.怎样应对普通感冒/1427.普通感冒药选择不普通/1438.感冒如何合
理用药/1449.感冒药也有“配伍禁忌”/14610.老年人感冒如何选药/14711.吃药“偷工减料”造成耐药结
核/14812.教哮喘患者正确使用气雾剂/14913.戒烟：服茶碱哮喘患者的两难选择/15014.哮喘疫苗该怎么
用/15115.预防肺炎 疫苗最有效/15216.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慎用镇咳药/15317.支原体感染的用药/15418.
治肺癌有哪些药可以选/155第六部分 内分泌系统疾病用药 /1571.糖尿病患者用药误区多/1582.口服降糖
药的“马车理论”/1603.“老当益壮”的二甲双胍/1624.肝源性糖尿病用药须谨慎/1635.南瓜不能替代降
糖药/1646.验血糖当天用吃降糖药吗/1657.漏服降糖药怎么补/1668.胰岛素不是鸦片，不用怕/1679.糖尿
病人何时选用胰岛素/16810.肝源性糖尿病 宜早用胰岛素/16911.胰岛素非注射用药有哪些/17012.胰岛素
需分型用/17113.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方法/17214.您会注射胰岛素吗/17315.家中注射胰岛素注意四个细
节/17416.不同胰岛素 给药时间不同/17617.预混胰岛素适合中国人吗/17718.胰岛素抵抗试试增敏
剂/17819.甲亢分三期用药/17920.甲亢药物治疗的关键问题/18021.如何应对抗甲状腺药物的副作用/182第
七部分 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1851.初发前列腺增生首选药物治疗/1862.唑来膦酸（择泰）可有效治疗前列
腺癌骨转移/1873.慢性前列腺炎不宜都用抗生素/1874.易致结晶性肾损害的药物/1895.肾病综合征患儿为
何耐药/190第八部分 抗感染用药 /1911.抗菌药该怎么吃/1922.抗菌药为什么不能随便买/1923.抗菌药治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用药,看这本就够了>>

冒为什么不灵/1944.抗菌药广谱、窄谱各不同/1945.特殊人群如何选用抗菌药/1966.抗菌药物的过敏反应
有哪些/1977.用头孢类抗生素应该单独做皮试/1988.抗菌药物无效的原因与对策/1999.先锋霉素“代次”
越高越好吗/200第九部分 妇科用药 /2011.人为推迟经期好不好/2022.使用口服避孕药利大于弊/2023.服短
效避孕药不必有顾虑/2044.紧急避孕药不能经常服/2055.她为什么避孕失败/2066.吃避孕药治青春痘有点
悬/2077.能用避孕药美发吗/2088.堕胎不能滥用米非司酮/2099.用米非司酮药物流产间隔应在3个月以
上/21010.孕妇怎样吃药才安全/21111.孕吐禁用甲氧氯普胺（胃复安）/21312.孕期慎用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药/21413.己烯雌酚：孕妇的大忌/21514.孕期补叶酸又添新理由/21615.哺乳的妈妈慎用药/21616.
你适合补大豆异黄酮吗/21817.雌激素是把“双刃剑”/21918.三类药可治骨质疏松/22019.患阴道炎千万
别“不医而药”/22220.吃抗生素为何得了妇科病/223第十部分 儿科用药 /2241.怎样使孩子乐于服
药/2252.怎样给孩子喂药不再难/2253.您会计算小儿服药剂量吗/2264.给孩子用药留神孩子的听力/2275.
验血可知是否会发生药物性耳聋/2286.宝宝感冒如何选药/2307.儿童感冒药有用没有用/2328.氨酚黄那敏
颗粒怎么服/2349.儿童慎用头孢拉定（先锋六号）/23510.别让孩子被动滥用抗菌药/23611.如何给小儿选
用退热药/23712.三岁以下小儿能否使用对乙酰氨基酚/23813.小儿咳嗽用药三误区/23914.儿童乙肝能用
抗病毒药吗/24015.寻找合适的药物治癫 /24116.少给孩子用地西泮（安定）/24317.儿童不宜药物减
肥/24418.小儿秋泻如何选药/24519.小儿补铁注意什么/24620.儿童不宜用药品保健/248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庭用药,看这本就够了>>

章节摘录

　　经常听人们说，“到医院看病拿不到好药”。
也有人不顾自身所患疾病的具体情况，向医生点名要开“好药”，总认为价格便宜的药治不了病。
还有些人根据报纸杂志上的广告，到药店（房）自费购买“好药”，自行服用。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药才算是好药呢？
　　其实就药物而言，任何一种药物都具有两重性，即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因此有适应证和禁忌
证。
或者说，每一种药物都同时存在着好与坏两个方面。
药物的好坏应该从药物作用、效果、适应证，以及是否有毒副作用等方面去理解。
凡是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质量稳定、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就是好药。
像青霉素，虽然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抗生素，已经应用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还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完全
替代它，它仍然是临床医生治疗细菌感染类疾病的首选药。
又如硝酸甘油，每片不过几分钱，但它是公认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命良药。
再如阿司匹林，在解热镇痛、消炎、抗风湿等方面疗效显著，虽然便宜，但长盛不衰。
所以患者用药时，千万不要认为药物的“名气”越大越好，产品越新越好，价格越贵越好，用药越多
越好，进口药比国产药好。
其实，好药既不在于新，也不在于价高或是进口，只要安全高效、价格低廉、服用方便的就是好药。
　　因此，患者在吃药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用药不在多，而在于准。
要明确诊断，对症下药，用药不可滥和乱，要有的放矢。
　　②市场上出售的部分新药，其实就是一些老药的成分，只不过是换了新名、改了包装、变了剂型
，被冠以“洋名”而已。
　　③治疗疾病的有效程度，主要看是否对症用药及治疗方案和药物使用是否合理。
疗效好坏并不取决于是否使用了贵重药、新药或进口药。
不论是国产药还是进口药，只要是符合药品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都是有效的。
　　④时下非处方用药的人越来越多，非处方药也不是绝对无害的。
人们自行买药、用药时，一定要有安全意识，要加强医药科普知识学习，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
吃药，遵循用药禁忌，尽量避免盲目合并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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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您知道如何合理选购药物吗？
您了解所服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吗？
　　您是否做到了对症用药⋯⋯让专家告诉您科学的用药知识吧。
　　如今许多家庭都备了小药箱，自我药疗十分普遍。
随着药品种类、剂型的增多，不合理用药引起的药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每啦老人就有1人同时服用4～6种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5.4％，是年轻人的2
～7倍。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各国住院患者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比例在10％～20％，其中5％的患者因严重药
品不良反应而死亡。
以此推测，我国每年住院患者5000多万人次，其中与药品不良反应有关的患者可达250多万，患者死亡
约24万。
　　希望《家庭用药，看这本就够了》是您安全用药的参谋、助手、常伴身边的医生。
　　用药知识必备 用药安全 心血管疾病用药 消化系统疾病用药 呼吸系统疾病用药 内分泌系统疾病用
药 泌尿系统疾病用药 抗感染用药 妇科用药 儿科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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