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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用制剂的正确使用方法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但是我

们的眼睛经常会受到一些疾病的
侵扰，这种情况下医生会开一些
眼用制剂。那么，如何正确使用
眼用制剂、要关注哪些细节，大
家了解吗？笔者总结了几个常见
小问题，一起来看看吧！

一、眼用制剂分哪几种？

眼用制剂可分为眼用液体制
剂（滴眼剂、洗眼剂、眼内注射
溶液等）、眼用半固体制剂（眼
膏剂、眼用乳膏剂、眼用凝胶剂
等）、眼用固体制剂 （眼膜剂、
眼丸剂、眼内插入剂等）。

眼用制剂常见的剂型如下：
滴眼剂 系指由原料药物与

适宜辅料制成的供滴入眼内的无
菌液体制剂。可分为溶液、混悬
液或乳状液。

眼膏剂 系指由原料药物与
适宜基质均匀混合，制成溶液型
或混悬型膏状的无菌眼用半固体
制剂。

眼用乳膏剂 系指由原料药
物与适宜基质均匀混合，制成乳
膏状的无菌眼用半固体制剂。

眼用凝胶剂 系指由原料药

物与适宜辅料制成的凝胶状无菌
眼用半固体制剂。

眼膜剂 系指由原料药物与
高分子聚合物制成的无菌药膜，
可置于结膜囊内缓慢释放药物的
眼用固体制剂。

二、如何正确使用眼用
制剂？

1.日常大家常用的眼用制剂
有滴眼液（俗称眼药水）和眼膏
剂（简称眼膏），使用滴眼液或
眼膏前，我们首先应核对其名
称、适应症、用法用量，并检查
是否在有效期内。如果是未开封
的药品需要关注包装上的有效期
期限；如果是已经开封的药品，
需要关注药品开启的日期（下面
会有详细介绍）。

2.使用前，一定要清洁双
手，并保持眼周清洁，避免交叉
污染。

3.滴眼液或眼膏可直接打开
瓶盖，如果是混悬滴眼剂，需摇
匀后再打开，需将接触滴眼液的
瓶盖一面朝上放置，以免被污染。

4.使用前头稍稍向后仰，一
手向下牵拉下眼睑，另一手轻轻

挤压药品内包装，将滴眼液或眼
膏滴入（挤入）下眼睑处的结膜
囊内。注意包装不要接触眼部。

5.轻轻闭眼使药液分布并吸
收，此时还需要您用手压住内侧
眼角约1-2分钟，以减少药液经
鼻泪管排出，然后用干净的纸巾
或者棉球擦掉流出的多余药液。

6.使用完立即盖好盖子，同
时要注意开启前、开启后的保存
条件和有效时间。

三、滴哪儿或涂哪儿呢？

好多人觉得滴眼液或眼膏滴
入 （挤入） 眼睛里的哪里都可
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比如眼
球正中间为角膜（黑眼珠），此
处富含神经，感觉十分敏锐。将
眼药水滴在角膜上会刺激角膜，
导致眨眼次数增多，使药液外流
而降低疗效。正确的是应该滴入
下眼睑处的结膜囊内。

四、眼药水是不是滴得
越多就好得越快？

并不是，结膜囊可容纳眼药
水大约20ul（微升），一滴眼药
水大于30-40ul，所以滴1-2滴

就可以了，多滴也会溢出浪费。

五、两种眼药水可以一
起使用吗？

多种眼药水不能同时滴。由
于结膜囊的容纳量有限，同时使
用多种眼药水会导致药液过多而
溢出，药效降低。所以，在使用
多种眼药水时，应至少间隔10
分钟，以保证药液在眼部吸收。

六、有滴眼液，又有眼
膏，先用哪个呢？

滴眼液在结膜囊内停留时间
短，需要多次使用。而眼膏在结
膜囊内停留时间长，与眼表结构
的接触时间更长，药效更持久。
因此，我们应该先用滴眼液，间
隔至少10分钟后，再使用眼膏。

滴眼液使用方便、舒适度
高、不影响视觉。而眼膏黏性
大，使用后会在眼表形成一层药
膜，遮挡视线导致视物模糊。滴
眼液适合白天使用，药膏适合睡
前使用。

七、眼用制剂如何保存？

眼用制剂使用后，要拧紧瓶

盖，也要查看说明书“贮藏”项
目，对于无需冷藏的眼药水，于
室温下存放在洁净、干燥、无日
光直射的地方即可。对于说明书
要求冷藏的眼药水，应放在冰箱
冷藏室（2-8℃）保存；取出后
应放至室温再滴药，减少过凉刺
激眼睛。未开启的眼用制剂也要
按照说明书“贮藏”项目要求保
存。

八、眼用制剂开封后能
用多久？

眼用制剂作为无菌制剂存在
一定的特殊性，开启后通常不能
长期使用，超过规定的时间就需
要丢弃。常见的眼用制剂开启4
周 （约1个月） 后不能再使用，
部分生物成分制剂以及不含有防
腐剂的产品开启后仅能使用 1
周，具体开启后保存多久还需要
关注您使用的眼用制剂的说明
书，一般会在“注意事项”“贮
藏”“有效期”项目写有开启后
的保存时限。

（柳州市中医医院药学部
万永艳）

三伏天是按照我国古代“干
支纪日法”确定的，从夏至日后
的第三个庚日开始，叫初伏
（10天，今年初伏第一天是7月
15日）；夏至日的第四个庚日叫
中伏（有10天，也有20天，今
年中伏第一天是7月25日）；立
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则是末伏
（10天，今年末伏第一天是8月
14日）。

三伏天可以说是一年中最
令人难受的日子，此时天气既
闷热又潮湿，上有太阳暴晒，
下有湿气蒸发，既要忍受酷热
的阳光照射而烦热出汗，又要
耐受湿气的困扰而倦怠不堪。
中医认为：暑热与湿邪的性质
正好相反，暑热为阳性，多使
人毛孔开泄而汗出不止、损耗
津液；湿邪为阴邪，阻碍气

机，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因
此，很多人会出现“疰夏”现
象——食欲不振、四肢倦怠、
口黏乏味等不适症状，因此，
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对于度过
三伏天十分重要。那么，在三
伏天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应
该注意些什么呢？

1.防暑气

中医认为，夏季暑气盛
行，侵入人体，最常见的就是
毛孔扩张，爱出汗，汗出过多
导致体液减少，如果不及时补
充津液，会出现高热、烦躁、
头晕、头痛、胃口不佳，甚至
神志昏迷、血压下降等。因
此，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是最
容易中暑的时间，且容易灼伤
皮肤，这个时间段尽量不要直

接暴晒。在房间内要注意通
风，每天开窗通风 2 次以上，
每次 15-30分钟。需要及时补
充水分，少量多次。可适当饮
用豆蔻煮水。豆蔻性温，归
脾、胃经，有发散郁热、祛湿
的功效，将整颗豆蔻和冰糖一
起熬煮成汁，煮好的豆蔻水气
味清香，口感甘甜，清凉解暑
又不伤脾胃，非常适合在三伏
天饮用。

2.防寒气

夏日炎炎，很多人都怕
热，身体炎热常使人感到烦
躁。因此，吹制冷空调、喝
冰镇饮料等成为夏季的家常
便饭。但是，尽量不要长时
间待在空调房里，以免身体
出现不适。避免空调冷风或
风 扇 对 着 身 体 一 个 部 位 直
吹 ， 那 样 会 造 成 肌 肉 痉 挛、
酸痛等。室内空调温度最好
不 要 低 于 26℃ ， 以 免 受 凉 。
大 汗 淋 漓 之 后 不 要 冲 凉 水
澡，避免风寒湿邪侵袭。吃
冷饮时最好等到食物的温度
比 较 接 近 体 温 时 再 慢 慢 咽
下，以免刺激肠道，并且最
好选择在阳气最旺 （中午 12
点到下午 3点之间） 的时候食

用。

3.防湿气

夏季雨水多，湿气盛，再加上
多吃生冷寒凉、肥甘厚腻的食
物，也容易导致体内湿气产生。
湿气在体内滞留时间太久，会导
致脾胃功能失调，食欲不振、四
肢倦怠，甚至呕吐腹泻。因此要保
持居住环境通风干燥，在阴雨天
气注意关闭门窗，天晴后开窗通
风。当室内湿度太大时，可以使用
空调抽湿模式或者除湿机去除湿
气。外出游玩时，不要在阴冷潮湿
的地方待太久。晚上睡前可用温
水泡脚，既能除湿，还能帮助提高
睡眠质量，泡脚后体内的湿气会
随着汗液散发出去。合理安排饮
食，少吃高热量食物，可以多食能
除湿的食物如冬瓜、薏米、红豆
等。可选用赤小豆、薏米（等量），
用清水浸泡2小时后，放入适量
大米煮成粥，二物合用，祛湿效果
更佳，还能健脾益胃。

4.护阳气

人体阳气充沛，才能健
康。夏季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
时候，过度无节制地吃冰淇
淋、喝冰奶茶、吹制冷空调会
使体内阳气损失。如果长期处

于空调房中，可以适当喝点姜
汤，姜汤能发汗解表，还能预
防“空调病”。不能因为怕热怕
出汗就整天待在空调房里不出
门，适当出汗能调节体温又能
排走体内的毒素，因此，在清
晨或者傍晚相对比较凉爽的时
候，出门走走，适当运动，微
微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5.养脾胃

很多人一到三伏天就口淡
乏味、食欲不振，因此养护脾
胃也是三伏天养生调体的重
点。到了夏天，应适量食用些
苦瓜、苦菜、苦荞麦等有苦味
的食物，用于清泻暑热之气，
还能健脾开胃。但也不能过度
多吃，以免损伤脾胃。山药、
大枣、蜂蜜、莲藕、木耳都是
夏季不错的食物，鸡肉、鸭
肉、猪肉等性平或凉性的肉类
也有滋阴养胃、健脾益气的功
效。还可以适当吃一些味辛健
脾的食物，如葱、姜、芫荽、
荠菜等，这些食材不仅可以醒
脾健脾，还能增进食欲。同时
适量吃些酸物，如乌梅、柠檬
等，能达到敛汗护阴之功效。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
健科 温源）

三伏天养生有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