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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5_AD_A6_E7_c23_19054.htm 一、年龄 1．小儿 特别

是新生儿与早产儿，各种生理功能，包括自身调节功能尚未

充分发育，对药物的反应一般比较敏感。新药批准上市不需

要小儿临床治疗资料，缺少小儿的药动学数据，这是主要困

难。新生儿体液占体重比例较大，水盐转换率较快；血浆蛋

白总量较少，药物血浆蛋白结合率较低；肝肾功能尚未充分

发育，药物清除率低，在半岁以内与成人相差很多；小儿的

体力与智力都处于迅速发育阶段，易受药物影响等都应引起

用药注意，予以充分考虑。 来源：www.examda.com 2．老人 

一般以65岁以上为老人。老人实际年龄与其生理年龄并不一

致，即老人生理功能衰退的迟早快慢各人不同，因此没有按

老人年龄计算用药剂量的公式，也没有绝对的年龄划分界线

，老人对药物的吸收变化不大。老人血浆蛋白量较低，体水

较少、脂肪较多、故药物血浆蛋白结合率偏低，水溶性药物

分布容积较小而脂溶性药物分布容积较大。肝肾功能随年龄

增长而自然衰退，故药物清除率逐年下降，各种药物血浆半

衰期都有程度不同的延长，如在肝灭活的地西泮可自常人

的20～24h延长4倍。又如自肾排泄的氨基甙类抗生素可延长2

倍以上。以药效学方面，老人对许多药物反应特别敏感，如

中枢神经药物易致精神错乱，心血管药易致血压下降及心律

失常，非甾体抗炎药易致胃肠出血，抗M胆碱药易致尿潴留

、大便秘结及青光眼发作等。 二、性别 来源

：www.examda.com 1．妇女月经期不宜服用峻泻药和抗凝药



以免盆腔充血月经增多。 2.妊娠第一期胎儿器官发育期内应

严格禁用反应停（海豹畸形婴儿）已知的致畸药物如锂盐、

酒精、华法林、苯妥英及性激素等。 3.妊娠晚期及授乳期间

还应考虑药物通过胎盘及乳汁对胎儿及婴儿发育的影响，因

为胎盘及乳腺对药物都没有屏障作用。 4.孕妇本身对药反应

也有其特殊情况需要注意，如抗癫痫药物产前宜适当增量，

产前还应禁用阿司匹林及影响子宫肌肉收缩的药物。 三、遗

传异常 来源：www.examda.com 1. 特异体质药物反应多数已从

遗传异常表型获得解释，已形成独立的药理学分支－－遗传

药理学。 2. 遗传异常主要表现在对药物体内转化的异常，可

分为快代谢型(EM) 及慢代谢型(PM)。前者使药物快速灭活，

后者使药物灭活较缓慢，因此影响药物血浆浓度及效应强弱

久暂。 来源：www.examda.com 3. 遗传异常只有在受到药物激

发时出现异常，故不是遗传性疾病。 四、病理情况 1．疾病

的严重度固然与药效有关，同存其他疾病也会影响药效。 2

．肝肾功能不足时分别影响在肝转化及自肾排泄药物的清除

率，可适当延长给药间隔及（或）减少剂量加以解决。神经

功能抑制时，如巴比妥类中毒时能耐受较大剂量中枢兴奋药

而不致惊厥，惊厥时却能耐受较大剂量苯巴比妥。 3.意潜在

性疾病的影响，如氯丙嗪诱发癫痫，非甾体抗炎药激活溃疡

病，氢氯噻嗪加重糖尿病，抗M胆碱药诱发青光眼等。 来源

：www.examda.com 五、心理因素 １． 安慰剂是不具药理活

性的剂型（如含乳糖或淀粉的片剂或含盐水的注射剂），对

于头痛、心绞痛、手术后痛、感冒咳嗽、神经官能症等能获

得30%～50%的疗效就是通过心理因素取得的。 ２． 安慰剂

对心理因素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影响较大，如血压、心



率、胃分泌、呕吐、性功能等。 ３． 安慰剂在新药临床研究

时双盲对照中极其重要，可用以排除假阳性疗效或假阳性不

良反应。安慰剂对任何病人都可能取得阳性效果，因此不能

单用安慰剂作出真病或假病（心理病）的鉴别诊断。 ４． 医

生的任何医疗活动，包括一言一行等服务态度都可能发挥安

慰剂作用，要充分利用这一效应。 ５． 对于情绪不佳的病人

尤应多加注意，氯丙嗪，利血平，肾上腺皮质激素及一些中

枢抑制性药物在抑郁病人可能引发悲观厌世倾向，用药时应

慎重。 六、机体对药物反应的变化 在连续用药一段时间后机

体对药物的反应可能发生改变： 来源：www.examda.com 1．

致敏反应产生变态反应已如前述。 2．快速耐受性 药物在短

时内反复应用数次后药效递减直至消失。静注麻黄碱三四次

后升压反应渐失。 3．耐受性 连续用药后机体对药物的反应

强度递减，增加剂量可保持药效不减。 4．依赖性（习惯性

，成瘾性） 是指无病情根据的大量长期的自我用药（精神上

想再用）。吗啡、可卡因、大麻及其同类药是麻醉药品，滥

用危害用药者和社会。苯丙胺类、苯二氮卓类等精神药品。 

来源：www.examda.com 5．耐药性 病原体及肿瘤细胞等对化

学治疗药物敏感性降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