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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不生病？生病就得吃药，但往往有些人随意用药，盲目

用药，不仅没治好病，还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 误区一：药

品价高疗效好药品价格的高低，主要与它的原材料有关，原

材料稀少，采集艰难，或工序复杂，药价便高，反之则便宜

。药品价格和疗效不成正比，譬如：硝酸甘油每片不过几分

钱，但它时下仍然是公认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救命良药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要对症下药，不在乎药物价钱的

贵贱。 误区二：盲目迷信新药有的人总是要求医生开些新药

，他们认新药才是疗效好的药，特别是慢性病患者，总希望

从新药中寻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一般来说，临床上对新药

和刚进口药的实际效果和毒副作用的观察时间不长，有一个

探索、实践、检验的过程，其中一部分可能经不起考验而淘

汰，所以不能盲目迷信新药。 误区三：迷信补药有些患者认

为，“有病必虚，虚则必补”，因此，生病就服用补药。殊

不知，补药也有考试，大收集整理一定的适用范围，而非包

医百病的万灵药，补药只适用于虚症患者，且虚症患者也有

不同种类，尚需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选用。若不加选择地滥用

补药往往会加重病情。如高血压患者，误服人参等补品，会

使之血压骤升，甚至会发生脑血管意外的严重后果。 误区四

：迷信偏方治大病一些患慢性病、疑难病的人，由于治病心

切，往往盲目崇信偏方或秘方，不管是否对症，便贸然使用

。偏方在治某个病时也许会有一事实上效果，但它毕竟只停



留于感性认识，而未升华到理性认识，使用者多是知其疗效

而不知为何有效，更缺乏对其副作用或毒性的了解。 此外，

偏方或秘方多是由非正规医生应用，方法不统一，也可因用

法不当酿成大祸，更有那江湖游医用此作为招摇撞骗、谋取

病人钱财的幌子。因此，切忌盲目崇信偏方、秘方，误己害

人。 误区五：以多为胜有的病人看病，见医生只开二三种药

，便疑心药少治不好病。殊不知，医生处方用药是根据患者

病情、体质及药物的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治病用药

唯以药能对症为原则，而非“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临床

喜欢开大处方的医生，疗效未必佳。 误区六：迷信抗生素有

些病人或家长一看到孩子感冒发热不退就要求医生开抗生素

，打吊针，把抗生素当成“万能药”。殊不知，伤风感冒是

病毒所致，抗生素对它无济无事。乱用抗生素，极易产生抗

药性，而且会引起过敏等不良反应，严重时还会造成生命危

险。 误区七：认为中药无副作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

中药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中药大多数作用比较缓和而已，

其实中药也有其副毒作用，更何况有许多药性剧烈及有毒的

中药呢，服之过多会引起中毒，甚至也会危及生命。因此，

正确的方法是在有经验的医生指导下，通过辨证论治，对症

用药治疗，才会对健康和生命有益。 误区八：将普通药当补

药有些人经常购买丙种球蛋白为孩子注射，认为花小钱能增

强抵抗力。其实丙球只是对某些病毒性传染病有预防作用，

而且只是一种暂时的被动免疫，不是什么病都能预防，盲目

多用可能抑制自身抗体的产生，干扰其他疫苗的效果。有的

人还将维生素当补药，其实维生素只能作为维生素缺乏症的

治疗，随意多用甚至可以引起中毒。"#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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