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显示，99.6%的受访者家中
有过期药品

山西省个体经营者郎鹏飞家里有一个A4

纸大小的医药箱，里面放着一些治疗感冒、中

暑、腹泻等常见疾病的药，还有孩子用的退烧

药、消炎药等。郎鹏飞坦言家里有不少过期

药。

河北唐山市民王艳（化名）对记者说，家

里去年年底大扫除整理出了不少过期药。“我

家老人有心脏病，家里囤着速效救心丸等药

物。孩子常感冒，也囤了不少儿童感冒药”。

河南省某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李言（化名）

告诉记者，现在他所在地区已有规定，定点医

疗机构医保病人出院，急诊病人不能带超过3

天的药，门诊病人原则上也不能带超过一个

月的药。李言表示，即使这样，很多病人也容

易保留没吃完的药，很多常用药可以在药房

买到，导致人们容易在家中储备感冒药、抗生

素等药品。

调查显示，99.6%的受访者家中有过期药

品，其中14.4%的受访者坦言家里过期药品很

多。72.6%的受访者会定期清理家中过期药

品。

郎鹏飞坦言自己不会定期清理家中的过

期药品：“什么时候生病了，需要吃药了，就会

翻药箱，发现有过期的就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在家附近的医院见过有专门的医疗废物回

收点，但居住的小区没有。”

“一般药品保质期是两年，两年之内家里

的药肯定能用完。”河南省安阳市教师郭雪霞

家中储备了治疗感冒、发烧、腹泻等的儿童

药，她也没有定期处理家中过期药品的习惯，

“但给小孩儿吃药之前肯定会看药品是否还

在保质期，发现药过期就马上扔掉”。

56.6%受访者会把过期药品当
一般垃圾扔掉

调查显示，在过期药品的处理方式上，

56.6%的受访者会把过期药品当成一般垃圾

直接扔掉，35.9%的受访者会将过期药品密闭

包裹后再丢弃，35.1%的受访者会继续使用超

过保质期不太久的过期药品，21.0%的受访者

会把过期药品暂时搁置一处，10.1%的受访者

会将过期药品焚烧处理。

郭雪霞坦言不知道过期药品属于国家规

定的危险废物，也不了解过期药品的危害。

“我身边有的人对于家中一些过期的、比较贵

的药，会继续使用，有的人觉得药品过期了也

没什么，还有人吃药根本不看生产日期”。

李言告诉记者，过期药不适合服用，不当

处理过期药品也有危害性，“把过期药和普通

垃圾一起扔了，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被不法

分子利用”。

调查显示，77.8%的受访者感觉人们妥善

处理过期药品的意识弱。其中，25.5%的受访

者直言非常弱，52.3%的受访者觉得比较弱。

调查显示，73.6%的受访者不知如何处理

过期药品。具体来说，55.6%的受访者不了解

不同类别药品如何初步处理，53.2%的受访者

担心废弃药品被不法分子利用重新流入市

场，47.2%的受访者称住所附近没有过期药品

回收点，43.9%的受访者担心随意丢弃过期药

品对空气、水源、土壤造成污染，26.1%的受访

者担心药品成分难降解，最终再进入人体威

胁健康。

“现在几乎家家都有过期药品，老百姓妥

善处理过期药品的意识普遍较弱。”天津大学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韵慧认为，过期

药品回收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药品

除了有治疗的作用，如果超剂量服用或错误

服用，还会损害人体健康。此外，有些药贩子

专门回收过期药，作假之后用于二次销售，导

致过期药品重新流入市场”。

64.6%受访者希望药店、医院、
企业承担过期药品回收责任

李言认为，医院承担药品回收工作较为

便利。“一是医院宣传效果好，很多病人到医

院来复诊、开药，医院可以随时了解病人用药

的情况；二是病人发现药品过期之后得再来

医院拿药，可以顺手把过期药带过来，交给医

院做专业的处理显然是最科学的；三是医院

如果来做药品回收，也不需要投入太大的人

力和物力”。李言建议医院、药房做一些相关

的公益宣传。

郎鹏飞则认为，让人们特意把过期药拿

到医院处理不太现实。他建议，在住宅、小区

等地点多设立一些废弃医药回收点。“现在居

民素质普遍提高了，如果有专门的过期药回

收点，使用效果一定会很好”。

郭雪霞认为，现在过期药品回收情况不

乐观，主要原因是大家不了解过期药品的危

害性，政府应该加大宣传。还可以对妥善处

理过期药品的行为进行奖励。

张韵惠认为，我国现在药品回收力度不

够，很多地方没有专门的回收机构，亟须加强

药品回收的宣传，增强老百姓妥善处理过期

药品的意识，建立完整的回收链条和渠道，形

成长效机制。“对过期药品应该有统一的回收

和销毁机制。药品回收工作应该由国家立

法，由相关部门进行正式的执行和监管”。

关于过期药品回收，调查中，64.6%的受

访者希望药店、医院、企业承担起过期药品回

收责任，49.0%的受访者希望推广药品分包装

制度、方便医生按量开药，46.7%的受访者希

望建立过期药物回收制度，39.9%的受访者建

议家庭减少储备药、提高药物使用率，35.1%

的受访者希望社区、街道设立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箱，24.3%的受访者建议普及不同类别过

期药品的处理方式。

张韵惠认为，过期药处理和垃圾分类有

关，“要想提升人们妥善处理过期药的意识，

应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这是一个长期的

工作，需要国家进行大力宣传和教育”。

（中国青年报）

73.6%受访者坦言
不知如何处理过期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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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长期以来，家庭过期药品一直都没有专门的回收和处理渠道，很多人都是直接扔掉。

广药集团发布的《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披露，我国80％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全国一年产生家庭过期药品约1.5万吨。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99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9.6%的受访者家中有过期药品。在过期药品的处理方式上，

56.6%的受访者通常将过期药品当成一般垃圾直接扔掉，35.9%的受访者会将过期药品密闭包裹后再丢弃。77.8%的受访者感觉人们妥善处理过

期药品的意识弱。73.6%的受访者坦言不知如何处理过期药品。64.6%的受访者希望药店、医院和企业承担起过期药品回收的责任。
“大量研究表明微塑料普

遍存在于各种海洋环境中，并
在大洋环流区及海岸带富集。
近年来研究发现，我国内陆水
体微塑料污染同样普遍存在。”

微塑料广泛存在于水环境

中，被称为“水中PM2.5”，近年

来科研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内

陆水体普遍存在微塑料污染。

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应多措并

举 缓 解 淡 水 环 境 微 塑 料 污

染。 (经济参考报)

“赌球犯罪出现线上线下
相结合趋势,线上不断变化IP
地址,线下以公寓、烤吧等合法
场所作为掩护,隐蔽性极强。”

4 年一届的世界杯、欧洲

杯,每年都在激战的欧冠、亚冠

等赛事,一直是足球迷们狂欢

的盛宴,一些不法分子乘机聚

赌敛财,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管

理秩序,群众赌球易陷入赌局

蒙受巨大损失。 (法制日报)

一般景点要几十块钱，著名
景点门票动辄一两百，门票一直
是旅行的大头支出。

今年暑期，景区门票是涨是

降，牵动着有出游计划的人们的

心。旅游景区过度依赖门票经

济的现象，已经成为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绊脚石。(光明日报)

“中老年人的上网行为与年
轻人愈发接近，但也表现出特有
的诉求。”

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高级研

究员刘鹏飞指出，中老年人上网

行为带有明显的家人和熟人社

交属性。尤其在“互联网+生活

服务”方面，中老年人表现出较

大的参与意愿和消费潜力，“中

老年人在网络使用技能方面尚

存一定短板，亟待提升网络安全

风险意识和鉴别能力。”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