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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年产生过期药品约1.5万吨
“家中储备一些常用药是有必要

的，但我国家庭过期药品现象比较普
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过期药。”北京
市朝阳医院药事部主管药师张征告诉
记者。

广药白云山发布的 《中国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白皮书》 显示，我国约有
78.6%的家庭备有“小药箱”，且80%以
上家庭没有定期清理的习惯，全国一
年产生过期药品约1.5万吨。

“过期药品很难完全避免。”张征
解释道，病人病情变化后用药要调
整，之前开的药可能就不用再吃了，
病人好转或痊愈后，一些药品自然而
然就变成过期药了。此外，目前我国
很多地区开药多是按照整盒开的，比
如外用的药膏、制剂，只能整盒整瓶
开，在减少患者重复就诊的同时，客
观上也可能造成过期药的产生。

张征表示，药品超出说明书限定
保质期后，不仅有效成分含量降低，
还可能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成分，
如头孢类的抗生素，服用过期药会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因此不能再继续服用，必须定
期清理。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教授
王岳表示，药品过期不仅造成药品浪
费，还可能被非法回收销售威胁公众的
健康。“大量未被及时回收处理的过期
药，一旦被不法商贩倒卖‘包装’，再
次流入社会，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

回收活动多具有阶段性、临时性
“家里的过期药一般都是扔垃圾

桶。”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先生告诉
记者，也很想把过期药送到正规的回
收点，但家附近找不到专门回收过期
药的地方。

记者随机咨询了北京的几家药
店，均表示不回收过期药品。

2021年2月，国家药监局在答复网
友“过期药品如何处理”时曾表示，
如果家庭过期药品没有被分类集中收
集，可以破坏药品包装盒后，随生活
垃圾分散丢弃、分类回收。家庭过期
药品如果送至正规回收点进行统一回
收，需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减少
对环境产生的危害。

农工党中央药学委委员、扬州大
学附属医院主任药师黄富宏在采访中
表示，随意丢弃的药品容易污染土
壤、水体、空气，而且还会对人和动
植物造成危害。如人体长期接触被抗
菌药污染的水、食品，会造成群体细
菌耐药，一些挥发性强的过期药还可
能成为过敏原。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开
展了过期药品回收工作，一些地方的
药监部门设置了过期药回收点，有的
药企、医院、药店也向公众提供过期
药回收服务。

例如，2022 年，山西太原市开展
了“家庭过期药品集中定点回收”活
动，设立153家定点回收点。2004年以
来，上海每年都举办“清理家庭小药
箱”活动，宣传、引导市民清理过期
药。2018 年起，多家医药企业成立家
庭过期药回收联盟，定期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地开启线上回收服
务，全国200多个城市的6000多个药店
可进行线下回收。

“企业的公益活动回收了一定的过
期药，也宣传了合理用药知识，值得
肯定和推广。”王岳表示，但这些活动
中的很多措施是阶段性、临时性的，
难以长期坚持，实施效果有限。

在黄富宏看来，目前过期药品的
两种主要回收方式，即企业自发回收
和政府设置回收点，成效都不明显，

“企业自发回收属于公益性活动，无经
济价值，得不到相关法律法规支持；
没有相关的奖惩制度，居民参与回收
过期药品的积极性不高”。

引导药企优化药品包装
那么，家里的过期药该如何处置？

“药品的分装包装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过期药的产生。”王岳建议，相关
监管部门应制定政策引导药企优化药
品包装，在药品集采中纳入药品包装
评分，如针对医院住院患者，鼓励药
企生产大包装药品，在医疗机构推广
包药机，为患者根据处方精准分拆药
品，从源头上减少过期药的产生。

王岳认为，过期药品的回收也需
规范。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家
庭过期药品的规范处理作过规定，部
分地方对此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进行
了有益探索，积累了经验。

例如，甘肃省食药监局 2018 年印
发了 《甘肃省居民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建立家庭过期药
品回收制度，选择热心公益事业、管
理规范、社会信誉好的药品零售企
业、基层医疗机构等，设立过期药品
回收定点单位，由食药监管部门负责
定期收集各定点单位回收的过期药
品，统一实施无害化销毁。

但是，《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
同时，第一百二十条对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属于假药、劣药而为其提供储
存、运输等便利条件的情形，规定了
罚款的行政处罚。

“法律层面不允许对过期药品进行
储存和运输，客观上阻碍了过期药回
收工作的展开，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过期药品
回收机制。”王岳说。

黄富宏认为，应将过期药品的监管
主体通过法律界定为药监部门，负责监
管回收与处理全过程，并严厉打击非法
回收药品行为。过期药品回收主体，可
参考国外的经验，界定药品生产和经营
企业或行业协会为回收主体。

对此，王岳建议，参考地方经验，
应明确由药品生产企业具体负责过期药
品回收工作，药监部门协调组织，依托
医院、社区 （村） 卫生服务站、药店
等，设立固定的过期药品回收点，制定
回收、登记、运输、保存、销毁过期药
品的具体办法。同时，应建立相应的激
励机制，提高企业、消费者参与过期药
品回收的积极性。

家庭过期药该如何处理
农工党中央药学委委员、扬州大

学附属医院主任药师黄富宏建议：
口服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滴

丸不要整瓶或整盒扔掉。首先将包装
盒撕毁，防止被人再次利用，再将药
品从内包装里抠出，集中在密封袋里
捣碎，投入到不可回收的垃圾桶里。

眼药水、口服液等液体药物可以
把液体挤出来混入生活垃圾处理。

注射剂药品切勿擅自开启，应连
同其完整外包装一起投入垃圾桶内。

软膏剂、乳膏剂等半固体外用制
剂把它们挤到信封里或是用包装纸袋
里密封好后丢弃。

气雾剂、喷雾剂等可吸入药物可
在空气流通较好的地方将其彻底排
空，避免接触明火，丢到有害垃圾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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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过期药，
究竟该怎么“扔”？

过期药品处置不当，不仅污染环境，还
可能被非法回收销售。专业人士建议，一
方面引导药企优化药品包装，从源头减少
过期药品的产生，另一方面建立统一的过
期药品回收机制，界定回收主体、监管主体
等。

“上百盒布洛芬被扔垃圾桶”“囤1000
片退烧药全砸手里了”……近日，药品浪费
问题引发关注。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家里
都有不少过期药。药品过期后是否还能服
用？处理不当对身体和环境有哪些危害？
如何从源头减少过期药的产生？记者采访
了多位专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