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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吃止痛药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
廖开慧 （宁南县人民医院，四川宁南  615400）

止痛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常用的一种药物类
型，主要用于治疗疾病或者外伤引起的疼痛，通过对症服用
止痛药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但是 , 不是所有的止痛药都可以
使用。正所谓“是药三分毒”，有些止痛药千万不能乱吃，
也不可以长期服用。

1 阿片类药
此类药物不良反应多见于用药初期、过量用药，不良反

应以及严重程度也会受患者个体差异的影响。

1.1 治疗原则

阿片类药在癌痛的治疗中 , 主要通过控缓释药物来对基
础痛进行制止，而速释药物的使用 , 可以制止突发痛。该药
无封顶效应，但是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治疗效果有限，对呼
吸抑制的耐受程度也有短期、完全之分，除便秘症状之外，
并不会长时间地导致全身脏器出现副作用。

1.2 阿片类药物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以便秘、恶心呕吐、嗜睡、眩晕、尿潴留等最
为常见。
1.2.1 便秘

便秘是使用此类药物治疗最常见的一种不良反应。临床
数据显示，吗啡等药物口服治疗后，患者便秘发生率一般在
40~70% 左右。而且其他因素也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便秘，例
如高龄、尿毒症、代谢因素（糖尿病、高钙血症）、脱水、
甲状腺机能减退等。

预防措施：适量增加饮水量，以含纤维素食物为主，辅
以适当活动。

（1）饮食方面。年龄较小者千万不要吃容易胀气的食物，
食物多以富含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为主。因为富含膳
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肠道负担并
帮助肠道排气。

（2）培养定时排便习惯。排便习惯是可以逐步培养的，
可以借助相关措施来培养排便习惯。例如多吃南瓜，其富含
胶质，可以吸附胃壁上的毒素和垃圾后将其排出体外，在胃
部形成保护膜从而修复受损胃黏膜。小米粥清淡、易消化，
可以滋养肠胃的同时修复受损胃黏膜，增强胃动力的同时提
高胃吸收功能。非常适合养胃。

治疗措施：必要时可以服用番泻叶、麻仁丸、便乃通等
药物进行通便。特殊情况下，还可使用硫酸镁、比沙可定、
乳果糖等重度便秘强泻药。
1.2.2 恶心呕吐

预防措施：在使用药物 7 天内，可以预防性的使用胃复
安（甲氧氯普胺）进行预防。

治疗措施：轻度者使用胃复安（甲氧氯普胺）、氯丙
嗪；重度者可以按时用止吐药。抗呕吐药物选择时应注意，
如果一类药物无效，应及时更换药物，其中 5-HT3 受体抑
制药以及糖皮质激素药物，是预防效果最强且副作用小的
药物。

1.2.3 嗜睡
预防措施：初次用药时，一定要遵医嘱控制好药物剂量。
治疗措施：可遵医嘱适量减少药物剂量，必要时还可改

用咖啡因等药物。
1.2.4 眩晕

预防措施：初次使用药物时，控制好药物剂量。
治疗措施：轻度患者可在数日内自行缓解，中重度患者

就需要接受相关药物治疗，例如抗组胺、镇静催眠等药物。
1.2.5 尿潴留

预防措施：停止使用相关药物，多饮水，确保膀胱保持
充盈状态。

治疗措施：使用流水法、按摩法来诱导排尿。

1.3 合理选择阿片类药

理想的阿片类药物选择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1）具有较高的 μ 受体选择性，且镇痛作用属于强效。
（2）给药方式一定要方便且具备无创性。
（3）药物使用后起效快且用药间隔时间长，使用后峰谷比低。

2 抗惊厥类药
此类药物主要用于神经病理疼痛，属于一种辅助用药，

不良反应以“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嗜睡、疲劳、共济失调、
眩晕、精神异常、失眠”最为常见，情况较严重者甚至会引
起“低钠血症、肝损害、骨质疏松、齿龈增生以及畸胎”，
所以，此类药物孕妇以及严重心血管功能异常患者是禁用的，
而预防措施也只能是叮嘱患者药物治疗期间，定期来医院进
行血象以及电解质的检查。

3 非甾体抗炎药
此类药物止痛效果相对较弱，还有剂量封顶。所以，即

便是不断地增加药物剂量，也达不到理想的止痛效果，而常
见的不良反应有消化道溃疡，以及血小板功能异常等。

预防措施：长期用药一定要控制好药物剂量，同时，还
可联合抗酸剂、米索前列醇、奥美拉唑等药物来有效预防消
化道溃疡。

4 皮质激素类药
此类药物主要用于肿瘤侵犯中枢神经系统所引起的疼痛，

属于辅助用药。典型药物有地塞米松、泼尼松，患者常见的不
良反应有痤疮、骨质疏松、水钠潴留、定向障碍、抑郁、激动、
疲劳等。所以存在消化道溃疡、严重高血压、精神病以及血栓
性静脉炎和细菌、真菌感染者是禁止使用此类药物的。

5 哌替啶
此类药物主要用于慢性癌痛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有神

经异常、神志不清以及昏厥。哌替啶代谢产物具有较弱的止
痛作用，但是该药毒性较强，所以，药物作用时间较短。因
频繁给药会造成体内蓄积，从而加重神经毒性，一定要遵医
嘱慎重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