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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这是生怕我看懂怎么吃？”在药
品说明书的“易读性”上，被网友们吐槽最多的
要数“用法用量”一项，不少人看说明书就是为
了看怎么吃，结果被里面的各种“g”“mg”“≥”

“＜”给看晕了。
“像芬必得的说明书多清楚，阿莫西林也

太夸张了。”市民陈先生最近感冒咽痛，翻出家
中两款药，其中芬必得的说明书对“用法用量”
只有一行字“口服，成人一次1粒，一日2次（早
晚各1次）”。

而阿莫西林则有一大段话和一个复杂表
格，根据感染部位、感染严重程度、成人及体重
≥40千克儿童的通常用量和体重＜40千克儿
童（大于三个月）通常用药，吃法都有不同。

“本身用法已经比较复杂了，吃法还需要
换算。比如我的情况写的是‘500mg每12小
时 1次或 250mg每 8小时一次’，这是多少
颗？要再往上看很多，在‘用法用量’前面，还
有个‘规格’写0.25g，原来一粒胶囊是0.25g。
g代表克，mg代表毫克，1克等于1000毫克，
0.25克就是250毫克。也就是我要每12小时
吃两颗，或者每8小时吃一颗。为什么不直接
这样写，还要我做数学题呢？”

至于说明书上对于体重＜40千克儿童（大
于三个月）通常用药，那标注就更复杂了，甚至
出 现 了“25mg/kg/日 ”“20mg/kg/日 ”

“45mg/kg/日”“40mg/kg/日”之类的字样。
陈先生表示，自己虽然是本科生，但离开

学校多年，一开始记错了以为“1克等于100毫
克”，后来感觉不对，去查了才发现“1克等于
1000毫克”。“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中青年都觉
得很复杂，老人家又该怎么办呢？”记者在多份
药品说明书上看到，“用法用量”一栏，标注

“mg”而非“片、粒”的情况较为普遍。
比如玛巴洛沙韦片，患者体重在40千克

至80千克之间，推荐单次口服“40mg”，大于
等于80千克时，推荐单次口服“80mg”。究竟
是几片？向上寻找，该款药品规格分为

“20mg”和“40mg”两种，在更上面的“性状”一
栏，对“20mg”和“40mg”药片分别长什么样、
患者该如何辨认进行了说明。

“可能这个药有不同的规格，但说明书就
只有一份，所以就写成这样了。但为什么不能
多做几份说明书呢？一盒药里面每片药重多
少总是肯定的，药厂的省事不该成为百姓用药
的障碍。老百姓就想知道一天几次一次吃几
颗、几片，简简单单。”陈先生表示。（新闻晨报）

老人有点懵：“25mg/kg/日”该如何吃药
药品说明书如同天书，用量换算像考数学题

最近秋冬换季，流感和普通
感冒患者增多，许多市民加入了
“买药大军”，其中不乏网购药品
后需要自己来读说明书的。

上海作为试点药品说明书
适老化改革的地区之一，人们相
比从前更加关注药品说明书的
“适读性”。不少市民在阅读药
品说明书时发现，有的说明书字
号已经挺大，能看清，但药品说
明书却“大如报纸”；而有的药品
说明书仍落后于时代要求，走
“蝇头小字”风。

对于正在推进中的大字版、
简化版药品说明书，不少网友热
烈期待，呼吁“快点抬上来”。

市民陈女士最近买了两款新药来应对流
感季：玛巴洛沙韦片和阿奇霉素。

其中玛巴洛沙韦片适用于12周岁及以上
单纯性甲型和乙型流感患者，阿奇霉素适用于
敏感细菌所引起的包括呼吸道感染在内的许
多感染类型，在如今秋冬换季，流感、细菌性感
冒增多的时刻，可谓是两款十分常用的药物。

然而，在打开药盒取出说明书后，两者说
明书的巨大差异让陈女士吃了一惊。

玛巴洛沙韦片的药品说明书大得像一张
地图，与以往印象中药品说明书的幅面大小截
然不同；希舒美阿奇霉素药品说明书的大小和
印象中的“药品说明书大小”比较相符，但由于
内容太多，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小到让人眼晕。

若将两份药品说明书摆到一起，阿奇霉素
的药品说明书纸张大小，还不到玛巴洛沙韦片
的1/4。

记者在对比了两份药品说明书后发现，虽
然“面积”差了四倍以上，但其实两者的信息含
量大差不差。比如，玛巴洛沙韦片药品说明书
只印刷了单面，如果印刷成传统的双面，那“面
积就能小上一半”。

记者数了一下两份药品说明书长边从上
到下的“行数”，发现小张的阿奇霉素共157行
字，而玛巴洛沙韦片反而行数少些，为154行
字。这其中所相差的，无疑就是字号了：大张
的玛巴洛沙韦片药品说明书的文字虽然称不
上“大”，但能让视力正常的患者轻松阅读；而
阿奇霉素的文字，恐怕只有视力绝佳的人辨认
起来才毫不费力了。

日前，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药品说明书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至此，如
何让药品说明书更易读有了明确的管理规范，
要求相关主体将部分项目字体加大加粗印刷，
同时提供纸质药品说明书（简化版）和电子药
品说明书（完整版）、额外提供语音播报服务和
盲文信息服务等。

记者从上海市药监局了解到，上海作为试
点地区之一，目前正在有序安排试点工作。

在走访了武定路、嫩江路的第一医药、复美
大药房、海王星辰等多家药店后，记者也感受到
了药品适老化改进的重要性。“很多老人买药时
会反复问怎么吃，怕回到家看不懂药品说明书，
其实药盒封闭状态我们也看不到里面的说明
书，我们就先看药盒，药盒不明确的话再去系统
里查。我也非常期待大字版、简化版的说明
书。”嫩江路一家药店的药师表示。

“大字当然比小字好，如果一定要写
下相同的内容，我情愿看到大大一张药品
说明书，能把里面的文字看得清清楚楚。”
无独有偶，近日家住杨浦区的孙阿姨确诊
了甲流，医生开了奥司他韦的药，除了告
知吃法和注意事项外，还叮嘱她回去吃药
前先看说明书。

回到家，孙阿姨打开药盒，就看见里
面折叠着厚厚的纸张，打开果然是好大一
张。适应症、特殊人群用药指导、不良反
应、禁忌、注意事项等这些孙阿姨关心的
内容都印得清清楚楚，不用放大镜也能看
清。

“字还能再小点吗？”家里宝宝发热，
妈妈买来布洛芬悬混滴剂，却发现药品说
明书只比药瓶大。印刷的墨挺重挺黑，

“药品名称”“成分”“用法用量”“注意事
项”等被方括号标注的字样加粗加大，但
里面具体内容的字样却又黑又小，辨认困
难。

“这是给宝宝吃的药，老人照顾宝宝
吃药都看不清说明书，怎么能让人放心！”
宝妈小赵最近出差，家中只有老人照顾宝
宝，看到网上有人吐槽布洛芬悬混滴剂药
品说明书太小，她感同身受，“我妈之前才
拍了一张感冒清热颗粒的说明书，说字太
小看不懂，让我来看看。”

令人欣喜的是，相比过去药品说明书
给人的印象总是“小而密”的风格不同，现
在越来越多药品的说明书走起了“画报
风”，偌大一张打开，犹如一张小报纸，字
号也能让人轻松看清。而对于这种变化，
网友们在“大惊小怪”的同时，基本持正面
肯定的态度。

“论一个药品说明书大到有多离谱，
好长好夸张，可以拿来拔河了。”一名网友
刚把一份“放大版”的药品说明书贴到网
上，引来热议，评论中，网友们也纷纷提出
了自己看过的超大说明书，某某药品“申
请挑战”，有人还贴出了“比上半身长”的
药品说明书。而对于这些大号的药品说
明书，热评写道：“总比啥都不明强”“这才
叫专业”“大的总比小的好”。

然而，“字大”虽然比“字小”好，但对于
患者来说，药品说明书的易读性永远是第一
位的，如果只是简单放大原本蝇头小字的说
明书，那仍然还会存在令人头疼的问题。

大字版说明书“快点抬上来” 令人“头疼”的字号问题 看得懂与看得清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