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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
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
品；非处方药是不需要凭医师处方即可自
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品。处方药英语
称 PrescriptionDrug，EthicalDrug，非
处方药英语称 NonprescriptionDrug，
在国外又称之为“可在柜台上买到的药
物”（OverTheCounter），简称 OTC，这
已成为全球通用的俗称。

处方药的特点：
处方药，简称 Rx药，是为了保证用

药安全，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或审定
的，需凭医师或其它有处方权的医疗专业
人员开写处方出售，并在医师、药师或其
它医疗专业人员监督或指导下方可使用
的药品。处方药大多属于以下几种情况：

1.上市的新药，对其活性或副作用还

要进一步观察。
2.可产生依赖性的某些药物，例如吗

啡类镇痛药及某些催眠安定药物等。
3.药物本身毒性较大，例如抗癌药物

等。
4.用于治疗某些疾病所需的特殊药

品，如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须经医师
确诊后开出处方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此外，处方药只准在专业性医药报刊进
行广告宣传，不准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
广告宣传。

非处方药的特点：
非处方药是指为方便公众用药，在保

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经国家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或审定后，不需要医师或其它医疗
专业人员开写处方即可购买的药品，一般
公众凭自我判断，按照药品标签及使用说

明就可自行使用。非处方药在
美国又称为柜台发售药品
（overthecounterdrug），简
称 OTC药。这些药物大都用
于多发病常见病的自行诊治，
如感冒、咳嗽、消化不良、头痛、
发热等。为了保证人民健康，我
国非处方药目录中明确规定药
物的使用时间、疗程，并强调指
出“如症状未缓解或消失应向

医师咨询”。
使用非处方药需要注意的方面：

目前，在实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
管理制度的国家，公开发售的非处方药绝
大多数是从原有的处方药转变而来的。从
严格意义上讲，某种药物被批准为非处方
药，只是获得了非处方药的身份，经法规
许可放宽其出售和使用的自由度，并不是
说这种药品只能作为非处方药使用，也不
代表这种药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医师
处方便可自由使用。事实上，许多药物既
有处方药身份，又有非处方药身份。例如，
氢化可的松作为非处方药时只用于治疗
皮肤过敏的外用软膏剂，而用于急性炎
症、风湿性心肌炎、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支
气管哮喘等其它疾病的氢化可的松制剂
（如片剂和注射剂）则必须凭医师处方才
能出售和使用，而且使用过程需要医药专
业人员进行监护。

竹纤维纺织品
养生多为噱头
进入夏季以来，号称“抑菌除臭吸湿”的竹

纤维纺织品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但也有
不少商家给产品标注了“防紫外线”、“释放负
离子”、“防辐射”等养生功能，有消费者对此表
示疑惑。专家表示，竹纤维产品确实能抑菌除
臭，但养生功能多为噱头，消费者应谨防忽悠。

记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些内衣裤、床上用
品、窗帘等，因其为竹纤维材质，相比棉产品而
言价格贵了很多。比如一条普通棉质毛巾约
10~20元，一条竹纤维毛巾价格高达 60~70
元，竹纤维四件套床品也动辄2000元一套。据
销售员介绍，这种竹纤维产品质地柔软爽滑，
且吸湿透气，更重要的是，相比其他材质的产
品，竹纤维产品还能抑菌除臭。

更神奇的是，很多竹纤维产品还宣称具有
养生功能，如竹纤维可以“提高睡眠质量”、“释
放负离子，改善人体呼吸”，“排除肌肤杂质，改
善面色”等等。

竹纤维产品多为窗帘、内衣裤及床上用
品，商家主打的优势是“抑菌除臭”。对于这一
功能，专家表示，真的竹纤维制品确实有抑菌
除臭的功能，不过现在市面上有不少用棉纺织
品冒充竹纤维的情况。竹纤维产品的抑菌除臭
效果也跟纺织品中竹纤维的含量有关，含量越
高，抑菌除臭的效果越好。

有些商家宣传竹纤维纺织品能够“释放
远红外线，蓄热保暖”、“阻隔电磁波辐射，
促进血液循环”、“富含钾钙元素，促进身体
健康”等功能。竹纤维产品真的如此神奇吗？
专家表示，这些功能都是没法检测确认的，
消费者切勿轻信。蓄热保暖并不是因为竹纤
维能释放远红外线，只是因为竹纤维特有的
中空结构阻隔了热量的传递，保暖性能会较
好。不过，专家表示，竹纤维确实有防紫外
线的功能，200纳米~400纳米紫外线的透过
率几乎为零，但也只有其用于加工 T恤或窗
帘的时候才有所体现。

暑假，带孩子
去矫正视力

暑假到，家长还不赶紧带孩子去检查一下
视力？发现孩子近视了可别急着到眼镜店配眼
镜，因为孩子学业压力大，用眼多，戴上眼镜也
无法避免度数的加深。医生建议您可以带孩子
尝试穴位按摩、佩戴 OK镜、佩戴 RGP镜等方
式来提升视力。

方法1
穴位按摩、药物、针灸、离子导入

眼睛近视都是因为用眼频繁或用眼不当
造成的。在真性近视之前还有一个假性近视时
期，此时治疗视力还有望恢复正常。暑假家长
带孩子检查视力，如果是首次发现视力减退，
可采用穴位按摩、针灸、眼部肌肉松弛舒缓药
物、离子导入等方法，舒缓眼部紧张肌肉恢复
视力。

适宜人群：近视度数在100度左右。
暑假少用眼是有好处的，一旦用眼多后感

觉眼睛发胀、头晕、头痛，注意及时让眼睛休
息，多看远处，这样视力可以较快恢复。

方法2
佩戴OK镜

OK镜又叫角膜塑形镜，其使用方法同隐
形眼镜一样。学生只需要晚上睡觉前戴，次日
起床后取出，就能拥有一天明亮的视力了。如
果从暑假开始戴，到上学期间，甚至一周只需
要 2~3个晚上佩戴即可。角膜具有弹性，OK
镜就是利用这一点，通过晚上戴镜让角膜表面
的形状改变，从而使得白天拥有较好的视力，
如果长时间不戴，角膜弹性复原，又会恢复到
戴镜前的状态。

适宜人群：8~45岁，近视度数正在增加的
青少年、想要摘除框架眼镜又不想手术的人。

OK镜的选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有专业
资格的医生指导和监测，尤其是佩戴的前两
周，医生会对佩戴方式、佩戴时间长短有调整，
也可能会增加辅助性药物。佩戴的时候要注意
卫生和方法，个别患者因为不注意有可能会引
发轻微的结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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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即将在伦敦打响，

对于刚结束的欧洲杯，让很多球迷兴奋的
同时，也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么
针对即将开始的奥运会，您将如何保护
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呢？让健康专家来给
你支招。

关键词：眼睛
【病理解析】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太阳

光中的一些成分与眼睛某些疾病有关联。
电视射线是一种高频射线，也会对眼睛造
成一定损伤。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
屏幕或电脑屏幕，很容易患一种名为“荧
光屏综合征”的眼病，其原因是当人注意
力高度集中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眼
睛表面起润滑作用的泪液蒸发，进而影响
眼睛表面的正常代谢。在观看比赛时，中
老年人眼睛的前房部位比较浅，长时间在
暗光下看电视极易诱发青光眼。

【专家支招】户外观看比赛时，最好戴
遮阳帽，如果在紫外线强的环境里，应该
戴上能遮挡紫外线的太阳镜或偏光眼镜，
以减少强烈光线对眼睛的损
害。在室内观看电视转播时，
尤其是赛时较长的项目，不要
持续盯着电视机，中途可以远
眺一下窗外，每隔 20分钟快
速眨眼 5~10次，并缓慢地进

行深呼吸，或者适时调换电视频道，让视
神经舒缓一下，必要时还可用些缓解视疲
劳的眼药水。

关键词：颈椎
【病理解析】长时间固定姿势观看电

视，可造成头颈部长期处于过伸或过屈状
态，引起颈椎退行性病变，压迫或刺激颈
部血管和神经，导致暂时性脑供血不足，
进而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和颈部僵硬等
症状。

【专家支招】不要长时间采取一种坐
姿，每隔十几分钟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做
做伸展运动，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奥
运健将在赛场上拼搏，大家不妨也和他们
一起运动，边看比赛边做些简单的保健
操，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让脊椎得到放松。

关键词：心脑血管
【病理解析】奥运会期间，饮食因素、

睡眠因素、情绪因素、疲劳因素、饮酒、吸

烟等均可能成为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诱
因。赛事精彩紧张，可引起心跳加快、血压
升高或深静脉血栓形成并脱落，从而引发
心、脑、肺的栓塞。

【专家支招】观看比赛一定要严格控
制时间，观战也要有“中场休息”。在观看
比赛时，情绪不宜过于激动。有冠心病、高
血压病史者要随身常备硝酸甘油、降压药
等急救药品，同时最好在家人陪伴下观看
比赛，以免发生意外。

奥运会期间，正值夏季，由于赛事多、
赛程长，无论是收看电视转播还是亲临现
场观看比赛，都应当有科学、健康的理念，
预防各类疾病发生。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
一定要适时调节，严重了一定要及时到医
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最后祝“体育迷”们度
过一段快乐、幸福的“奥运时光”。

什么是 和非处方药？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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