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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家庭用药的安全隐患和防范对策
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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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针对老年人家庭用药的安全隐患，分析了

药物因素、老年人自身因素、医疗服务因素和家庭与社会因素对用药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本文的

研究结果对于提高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水平，减少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关  键  词  ：   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隐患；防范对策；药物管理

Safety Hazards and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of Home  
Medication for the Elderly

Guo Feng

Baicheng Medical College, Jilin, Baicheng 137000 

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safety of home medication for the 

elderl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rug factors, 

the elderly’s own factors, medical service factors, and family and social factors on the safety of 

medication us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to address the safety risks 

of home medication use among the elderly.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home medication use among the elderl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drug ev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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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家庭用药的现状与问题

（一）老年人家庭用药的特点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为身体机能退化引发的慢性

疾病的发病率上涨迅速，因此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

各界高度重视的问题。[1]老年人家庭用药特点包括多病共存，需用

多种药物，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用药种类多，包括处

方药、非处方药、中药和保健药品，管理复杂；用药依从性差，

记忆减退和理解力下降导致漏服、错服；药物代谢能力下降，肝

肾功能减退，药物积累风险增加；药物相互作用，多药并用可能

影响疗效和安全性；用药知识缺乏，对药物了解不足；经济负担

重，低收入可能减少用药或中断治疗；社会支持不足，独居或丧

偶缺乏家庭和社会支持，增加用药安全隐患。

（二）老年人家庭用药的常见问题

老年人家庭用药常见问题包括漏服或重复用药、用药剂量不

当、药物过期、药物存储不当、药物知识缺乏、用药依从性差、

药物相互作用、经济负担和社会支持不足。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治

疗效果不佳，增加药物副作用风险，影响疗效和安全性。为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如加强用药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完善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等，以确保老年人家庭用药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老年人家庭用药的安全隐患

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隐患涉及药物代谢能力下降、药物相互

作用、用药依从性差、药物知识缺乏、药物过期和存储不当、经

济负担以及社会支持不足。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药物不良反应、治

疗效果下降、用药失败、药物误用以及安全隐患。因此，需要加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显著延长，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衰退和慢性疾病

增多，普遍需要长期用药，家庭用药成为疾病管理的关键环节。然而，老年人用药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如不合理用药、药物相互作

用、副作用管理不当和用药依从性差等。这些问题的成因复杂，涉及老年人自身知识缺乏、医疗服务不足、家庭支持不完善和药品管理

体系漏洞等多个方面。因此，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这些安全隐患，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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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用药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完善家庭和社会支持

系统等措施，以确保老年人家庭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隐患的原因分析

（一）药物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功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

其中肝肾功能减退是一个重要的方面。[2]肝脏和肾脏是药物代谢和

排泄的主要器官，肝肾功能下降意味着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排泄

速度减慢，药物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延长，容易造成药物积累，从

而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因此，老年人在使用药物时需要特

别谨慎，避免使用对肝脏和肾脏负担较大的药物。

此外，老年人对药物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对药物副作用更加

敏感。因此，医生在开具药物时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个体化

调整药物剂量，以减少副作用的发生。老年人往往患有多种慢性

疾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这就增加了药物相互作用的风

险。不同药物之间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疗效和安全

性，可能导致药物效果减弱、增强或产生新的不良反应。[3]因此，

医生和药师在开具药物时应充分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避免潜在

的药物相互作用。

（二）老年人自身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包括记忆力、理解力

和注意力等，会出现下降。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可能导致老年人

忘记服药时间、剂量，或者重复用药，从而影响药物治疗的效果

和安全性。此外，老年人常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心脏病等，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这种多药并用的治疗方

式不仅增加了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可能导致药物治疗效果下降

或产生不良反应，还可能因为肝肾功能减退而使药物在体内的浓

度升高，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

老年人对药物的敏感性增加，可能需要较低的剂量以减少药

物副作用的发生。同时，记忆力减退、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会导

致老年人用药依从性差，影响治疗效果，增加药物治疗失败的风

险。[4]经济困难也可能使部分老年人无法负担药物治疗费用，导致

减少用药剂量或中断治疗，影响药物治疗的连续性和效果。

（三）医疗服务因素

医生在开具处方时，如果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肝肾

功能、药物过敏史等因素，可能会导致药物的不当使用。例如，

开具的药物剂量过高或开具不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药物，都可能导

致不良反应或治疗失败。[5]老年人往往需要同时使用多种药物来治

疗不同的疾病，如果药物治疗方案过于复杂，老年人可能无法正

确理解和使用药物，从而导致用药错误。

此外，医疗沟通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医生和药师在开具

药物时，如果没有与老年人充分沟通，解释药物的用法、用量、

副作用等，老年人可能无法正确使用药物，增加药物安全隐患。

药物监测不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老年人使用药物时，可能需要

定期监测肝肾功能、药物浓度等指标，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如果药物监测不足，可能会导致药物过量或不足，增加药

物安全隐患。

（四）家庭与社会因素

家庭和社会因素在老年人用药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

成员对老年人用药的关注和支持不足可能导致用药依从性差。老

年人可能会忘记服药时间、剂量，或者重复用药，同时家庭成员

可能缺乏对老年人用药知识的了解，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

持。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用药的安全性就无法得到保障。

社会支持不足也会影响老年人获取医疗服务和药物。在一些

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老年人可能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

药物，影响药物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6]此外，社会对老年人用药

知识的普及不足，可能导致老年人对药物的作用、副作用、用药

方法等知识了解不足，容易导致药物的不合理使用。

市场上可能存在假冒伪劣药品，老年人购买到这些药品后，

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甚至产生不良反应。因此需要加

强对药品市场的监管，打击假冒伪劣药品，保障老年人的用药

安全。

三、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防范对策

（一）提高老年人用药知识水平

为了确保老年人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药物，必须采取一系

列综合性措施。社区、网络平台和电视节目等媒体应广泛传播简

单易懂的药物知识，包括药物作用、副作用和正确用药方法。应

定期为老年人提供用药知识培训，教授他们如何正确阅读药品说

明书、调整用药剂量和识别药物不良反应。此外，应制定针对老

年人常见疾病和用药需求的个性化用药指南，包含详细药物信

息，帮助他们做出合理用药决策。加强医患沟通，确保老年人理

解并正确使用药物，医生定期评估用药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建

立用药咨询平台，如热线或在线平台，提供即时的帮助和指导。[7] 

家庭成员的支持同样重要，他们应了解老年人用药知识，帮助管

理药物，确保依从性，并关注老年人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

药物不良反应。

（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为了保障老年人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全面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和效率，包括对医疗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特别是关于老

年人用药的知识，优化就诊流程以减少等待时间，并提高便捷

性。药物治疗方案应简化，减少药物种类和剂量，避免相互作

用，提高依从性。加强药物治疗的监测，定期评估肝肾功能和药

物浓度，建立有效的药物监测机制，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资

源分配上，加大对偏远和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投入，建立更多医

疗机构和药品配送体系，保证老年人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和药物。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在线咨询和远程诊

断，方便老年人获取医疗帮助。加强医患沟通，医生应充分解释

药物用法、用量、副作用等信息，并定期评估调整用药方案。

（三）加强家庭与社会支持

确保老年人安全有效用药需家庭成员了解并协助管理药物，

提高依从性，关注身体状况，处理不良反应；社会组织提供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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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服务，志愿者探访提供帮助；社区建立用药管理机制，开

展活动和讲座，增强健康意识；政府加大用药安全投入，建立监

测和预警机制，制定政策鼓励服务和支持；鼓励老年人学习用药

知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8]这些措施共同提升老年人用药安全性

和有效性，降低风险。

（四）落实药品安全管理措施

医疗机构和家庭应建立健全药品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药品的

采购、储存、使用等环节的责任和流程，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

全。应加强药品采购监管，确保采购的药品来源合法、质量合

格，并建立药品采购记录，方便追溯和管理。同时，规范药品储

存条件，严格按照药品储存要求，确保药品存放在适宜的环境

中，并定期检查药品的存储条件，及时处理过期或变质的药品。

此外，提高药品使用规范，医生和药师在开具药物时应向老年人

详细解释药物的用法、用量、副作用等，确保老年人正确使用药

物，并建立药品使用记录，方便追溯和管理。加强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制，及时收集和报告药品不良反

应信息，为药品监管和风险评估提供依据。[9]提高药品安全宣传力

度，通过多种渠道向老年人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高他们对药品

安全的认识和防范意识。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用

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减少用药错误和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

（五）建立健全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监测与预警机制

医疗机构应为老年人建立详细的用药档案，记录他们的用药

情况、药物过敏史、肝肾功能等基本信息，并定期更新以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10]医疗机构和家庭应定期对老年人的用

药情况进行监测，包括药物的使用时间、剂量、不良反应等，通

过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用药问题，确保用药安全。此外，根据老

年人的用药档案和监测数据，建立预警机制，当监测数据超出正

常范围或出现异常情况时，系统将自动发出预警信息，提醒医生

和药师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医生和药师应与老年人及

其家庭成员保持密切沟通，解释用药监测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

们积极参与用药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宣传教育，提高老年人及

其家庭成员对用药安全的认识，增强他们的用药安全意识，并确

保老年人正确理解并遵循用药指导。医疗机构应完善用药管理制

度，明确用药监测和预警机制的责任和流程，确保制度的有效实

施。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用药问题，减少用药错

误和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医疗机构和家庭的用药管理水平，提升整

体医疗服务质量。

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提高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水平，减少药

物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然而，由于研究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研究地区范围有限等。未来研究

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覆盖更多地区，以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

研究结果。

总之，老年人家庭用药安全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重视。政府、医疗机构、家庭和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采取有效

措施，保障老年人用药安全。同时，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也应积

极参与，提高用药知识水平，增强用药安全意识，共同构建一个

安全、有效的老年人家庭用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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