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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店，超市也是老
人们常常陷入“视觉困境”
的场所。“今天是来买调味
料的，可是除了正面包装上
的‘酱油’‘咖喱酱’‘辣椒
酱’等大字，背面的食品配
料表我是一个字都看不
清。家里孩子对花生过敏，
可我也搞不清这些酱料里
到底有没有花生。”在礼阁
仕超市购物的华桑今年52
岁，旁边是她74岁的婆婆，

“我们两个都看不清，又不
高兴戴眼镜，就找导购帮我
们看。”记者接过她们手中
的咖喱酱仔细观察，发现仅
配料表就有 20行：水、土
豆、胡萝卜、洋葱、牛肉……
近百种成分名称，字体排列
十分紧凑，“别说年纪大的
人了，我自己也看不清，有
时候需要用手机对着包装
袋拍一张照片，放大来看。”
导购员张月梅在一旁说。

“年纪大了，青光眼、
白内障、散光，毛病多了。”
正在超市选购茶叶的杨先
生拿着一罐茶叶向记者展
示，“我40岁起就老花了，
像这种瓶瓶罐罐上的字，
得拿远了看才能看清。字
体过小的，拿近拿远都看
不清。要是为了看清随身

带放大镜或者老花镜，也
太麻烦了。”记者还发现除
了字体过小的问题，有些
食品将保质期、生产日期
等信息喷涂在瓶盖或者盒
底，字体颜色和背景颜色
比较接近，老年人翻找查
看起来很是费劲。

我国对于食品包装袋
上的字体大小是否有一定
标准呢？据了解，根据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
对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清晰、
醒目、持久，使消费者购买
时易于辨认和识读。预包
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
最大表面面积大于35c㎡
时，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
符号、数字的高度不得小
于1.8mm。但这样标准的
字体想让老年人看得清楚
还是有些困难。采访中，有
老人如此形容，“这些包装
袋上的字体就好比是年轻
人的手机和老人机，年轻人
不需要那些字体大、声音响
的老人机，我们却是要把字
体调大几个字号才能勉强
看清的。”

（晚报记者 毛岑岑/文
张轶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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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的看不清的““夕阳焦虑夕阳焦虑””
你遇到过吗你遇到过吗？？

近日，市民姚女士向本报反映，不管是去药
房买药还是去医院开药，药盒里的说明书总是看
不清，“上面的字太小了，我都是让孙女念给我
听，了解一下每种药的副作用什么的，但年纪大
了也记不住，想自己再看看的时候就难了。”

上了年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面对那些又
小又密但又不得不看的字，“看不清”造成了很
多老年人的焦虑。记者为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在解放南路上的市民大药房，张阿姨正
在买药，“不光里面的说明书了，药盒上面的
字也看不清的，我得回去戴着老花镜慢慢
看。”张阿姨表示，年纪大了看不清说明书是
常事，“不过药房是有导购的，可以让他们帮
你。”记者在周边的山禾健康药店、锡城大药
房等店内进行观察，发现来买药的老年人或
戴着老花镜对着阳光查看购买药品中的说明
书，或弯腰凑近商品柜台眯眼细看。在药房
工作了十年的孟女士表示，“部分老人会自己
带着放大镜来，药房是不准备这些的。”

记者还遇到了来给家里老人买药的陈女
士，“给我外婆来配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一
个月要来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有不少老人都
让我帮他们看看药盒和说明书上的字。”

记者还采访了一些常年需要吃药的老年
人。“我是近视加老花，戴上眼镜也看不清药
品说明书，字体太小了，看着累。”家住翠云新
村的康阿姨今年66岁，“年纪大了睡不好，每
天的安眠药是少不了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止疼药也不少吃的。但这些药品的说明书看
起来实在费劲。”家住震泽社区的罗阿姨身患
糖尿病，每天需要服用两种药，“说明书上的
字我确实看不清，每次配药的时候都得多问
问医生。”76岁的退休医生祁汉琳表示，大多
数老年人患有眼部疾病，看不清说明书的情
况很常见，她自己也是这样。

“根据我国《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
定》，药品说明书和标签中的文字应当清晰易
辨，标识应当清楚醒目，不得有印字脱落或者
粘贴不牢等现象，不得以粘贴、剪切、涂改等
方式进行修改或者补充。”据梁溪区市场监管
局晏钦介绍，目前我国对于药品说明书的字
体大小并未有明文规定，只要求清晰易辨。

那么作为企业方，对药品说明书的字体
大小是如何考虑的呢？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在
无锡本地从市药品行业的业内人士，“肯定有
制作成本的考虑，说明书里的内容又多，字体
自然就小了。我们做药品说明书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给患者看的，而是给医生做参考用的，
因为一些人会一次吃好几种药，会不会有药
理冲突，这些都要医生来看，病人遵医嘱就可
以了。”据了解，根据国家规定，一份药品说明
书中需要写明药品不良反应信息、药品安全
性、有效性的重要科学数据、结论和信息，用
以指导安全、合理使用药品。注射剂和非处
方药还需要列出所用的全部辅料名称，“全都
凑在一张小纸片上，密密麻麻的，上了年纪的
患者看起来确实有困难。”

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些受访者对药品说
明书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字号不能改变，
能不能加个二维码，手机一扫，保质期、用药
频率、不良反应这些内容以视频或者音频的
形式呈现不好吗？”对于这些建议，无锡市民
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还有待商
榷，“现在能用智能手机、会用智能手机的老
人比例还不高，并且原有的药品说明是否有
相关强制标准或格式，有待进一步明确，如需
调整可能需要长时间论证。”针对老年人看药
品说明书困难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我市家庭医生已开始逐步覆盖，建议进一步
畅通家庭医生沟通渠道，由家庭医生根据老
人身体情况作出用药指导。

从事老龄社会工作方面研究的江南大学
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李娟表示现在药品
说明书上的字，对于非老年群体来说，看起来
也是相当困难的。适老化改造并不是在信息
承载方式和工具上的改变，更重要的应该是
服务理念上的改变。“购买药品和购买其他商
品是有区别的。去零售店买商品，销售员不需
要掌握商品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药店不同，要
具备药理知识和资质才能做药店的导购员。工
作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向购买药品的客户介绍药
品的作用、禁忌和使用说明。目前做得好的是
口头告知，我建议针对老人应该是书面告知，
发挥药店导购员的专业知识和服务作用。药
品旁应配置放大镜或者设置大字搜索屏，将说
明书的内容转到大屏上显示，也可便于那些能
看懂和需要的老人自行阅读。另外，在药品的
外观设计上，通过固定设计来帮助人们形成对
不同药品的基本区分的认识。比如黄色是抗
生素类、白色是保健类药物等，防止老人回家
后将药品放错而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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