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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家庭过期药品已成为大众安全用药的一大隐患。目前过期药品的回收缺乏健全的监管体系和回收主体，为保证居民

用药安全，防止过期药品重新包装流入市场，亟待加强立法，完善相关制度。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我国目前过期药品回

收现状，从完善法律法规、改善回收方式等角度探讨过期药品回收管理的策略，为我国过期药品回收的规范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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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一定的贮藏条件下，质

量能够保持合格的期限，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保

证。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即为过期药品。《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简称《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规定：变质的药品属于假药，被污染的药品，未标明

或者更改有效期的，未注明或更改产品批号的，超过

有效期的药品都属于劣药[1]。禁止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一经发现，没收假劣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

款。若构成违法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我国家庭

备用药储量逐渐变大，家庭内过期药品数量也逐渐增

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由于药品过期导致的药

品浪费高达 1.5万吨[2]，但大部分家庭缺乏过期药品回

收的意识，导致我国过期药品回收较少。据《中国家庭

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披露，我国约有 78.6%的家庭备

有常用药，其中 80%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过期药

品的习惯，90.1%的家庭有随意丢弃过期药品的经历
[3]。而过期药品处置不当会产生诸多危害，如环境污

染，增加假药、劣药的产生，扰乱市场等，给社会带来

严重后果[4]，因此科学处置家庭过期药品已迫在眉睫。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目前过

期药品产生的危害及原因，过期药品回收的现状，从

完善法律法规、改善回收方式等角度探讨过期药品

回收管理的策略，为我国建立过期药品回收管理机

制提供参考。

一 我国过期药品产生的危害和原因

（一）过期药品产生的危害

1 药效降低，安全难以保障

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家庭日

常生活产生的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5]。

家中药品过期若不及时清理，不仅药效降低或失效，

还可能增加毒性。如西药化学成分挥发，引发过敏；

中药发生霉变，导致腹泻甚至威胁生命[6]。

2 污染环境

不少药品易于分解，有毒性、传染性和腐蚀性，

随意丢弃可能会污染土壤和水源，甚至破坏生物链。

研究发现过期药品造成的污染等同于废旧电池造成

的污染[7]。

3 重新包装流入市场

部分消费者受利益的驱使低价把过期药品卖给

不法商贩，这些过期药品经过简单加工、包装后流入

农村、小型医疗机构等，严重扰乱了医药市场的正常

秩序，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4 企业信誉面临风险

目前我国政府未强制企业回收过期药品，若企

业不及时回收过期药物，一旦发生患者误服事件，企

业的信誉将受损。

5 资源浪费

大部分过期药品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有的可

以生产为兽药，有的可以进行一些其他工业利用。由

于居民缺乏回收家庭过期药品的意识，随意丢弃，造

成资源大量浪费[8]。

（二）过期药品产生的原因

1 居民用药习惯

我国居民有储存药品的习惯，大多数人会在家

里储存感冒、肠胃等方面的常用药，但缺乏及时清理

过期药品的习惯。

2 药品最小规格过大

某些非慢性疾病或非长期使用的药品包装剂量

过大，开封后还未服用完就过期，导致居民非自愿的

药品浪费。

3 医院处方量大

某些医院医生开具处方量大，存在过度治疗现

象，导致患者家中储存大量的药品。比如患者在治愈

期内治愈，剩余的药品只能闲置过期。

4 医疗保险原因

某些消费者可通过医疗保险购买药品，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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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未花钱的幻觉，导致购买时常购买超过需求的

药量。

5 药店不合理促销

一些药店经常举办促销活动，买一赠一或满减，

引诱消费者购买更多不需要的药品，这些不需要的

药品也是过期药品的来源。

二 我国过期药品回收的现状

（一）过期药品回收方式

1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回收

药监部门在药店、医院、社区等地设置过期药品

无偿回收点，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回收，统一登记、收

集过期药品。回收的过期药品会由具有医疗废弃处

理资质的垃圾处理企业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2 药品生产企业回收

某些药企会与全国各地的药店和社会医疗单位

建立合作关系，自发回收过期药品。采用以旧换新、

发放小礼品、购药优惠等方式积极引导大众自愿参

加过期药品的回收活动[9]。药品生产企业回收药品后

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下统一销毁，若有价值

的将资源回收再利用。自 2004年起，白云山和黄中

药创建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免费更换）机制”，此

机制目前已坚持 19年，覆盖全国 200多个城市，合

作药店高达 6600家。已惠及全国 6亿多人次，回收

过期药品超过 1800吨，切实提高了群众参与回收的

积极性[10]。

3 不法药贩高价回收

由于居民缺乏正确处理家庭过期药品的意识，

这经常成为了不法药贩的收购对象。大街上随处可

见“药品高价回收”的牌子，在利益的驱使下，这种非

法行为屡禁不止。有数据显示，目前农村市场存在

三分之二的过期药品[11]，这些都是从家庭小药箱中流

出，严重威胁了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用药安全。

（二）过期药品回收面临的困境

1 无法律法规保障

我国目前没有在法律层面规定如何处理过期药

品，与过期药品相关的法规信息仅有两条：一是《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将废药品列为危险废

物，二是《药品管理法法》规定过期药品属于劣药，禁

止企业生产和销售劣药。

2 监督管理和执行主体不明确

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回收执法主体，企业的

药品回收责任不够明确，如何处理回收后的药品没

有统一的的要求。

（三）部分城市家庭过期药品的回收现状

2017年，贵州省毕节市食药监局部署家庭过期

药品回收工作，在全市范围设立 211个过期药品回

收点，居民将过期药品送至回收点，回收点将过期药

品送至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销毁处理。然

而这种回收方式随意、活动知晓率低，也未建立便捷

的回收途径和长效机制，导致居民回收参与度偏低，

回收工作收效不佳。何志龙等[12]调查发现 53.40%的

居民将过期药品视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17.50%的

居民服用过过期药品，21.4%的居民不做任何处理，

仅有 7.7%的居民将过期药品送至专业回收点。大多

数人从未参加过药品回收活动，甚至不知道药品可

以回收，半数参与调查的居民从未获取过药品回收

信息。这表明过期药品回收活动知晓率低是回收参

与度低的主要原因。

浙江省嘉善县 2008 年 5 月开始回收家庭过期

药品，在过去十几年里，回收效果甚微。尽管社区和

药房都有过期药品回收箱，但箱里鲜有过期药品。大

部分嘉善县居民对回收箱持不知道或怀疑态度，回

收工作处于尴尬境地。胡越等[13]于 2019年对嘉善县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 74.3%的被

调查者直接扔掉过期药品，18.1%放进回收箱，0.5%

卖给药贩，0.4%吃掉过期药品。仅有少部分的被调查

者了解国家关于过期药品回收的相关规定，且仅有

20.5%知道过期药品回收点，有向回收点投送过期药

品经历的也占少数。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过期药品回

收率低的原因是由于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点没有普

及，或设立了回收点却没有宣传到位。

黄海岚等[14]于 2019年采用实地调研和网络问卷

调研的方式对广东省佛山市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

内容包括家庭储备药品情况、对过期药品的认知程

度以及过期药品的处理方式等。结果发现超六成居

民将过期药品扔垃圾桶、随厕所冲掉，16.18%的居民

认为过期药品可以留作他用，比如种植花卉，认为过

期药品无害且继续服用的占 12.75%。为什么居民没

有把过期药品送去回收？调查发现 71.57%居民不知

道过期药品处理途径，20.59%认为回收过期药品太

麻烦，5.39%认为舍不得，过期药品还能回收利用，

2.45%选择了其他。经过调查研究显示，社区、医院、

政府对居民过期药品回收方面的宣传不足，导致居

民不了解回收工作，回收方法不足以满足需要。

三 过期药品回收管理的策略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过期药品的监管主体和回收

主体，使过期药品回收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建议将

监管主体通过法律界定为当地的药监部门，负责监

管回收与处理全过程，同时严厉打击非法回收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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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法行为，防止过期药品重新流入市场。而回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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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缉毒局对部分零售药

店和医院进行授权，使其作为永久的药品回收站点，

并在社区设立过期药品临时收集点[15]。法国药业组织

成立全国药品回收协会回收药品，对于完全无用的

过期药品及包装，交与垃圾处理厂处理[16]。德国处理

过期药品的主要机构是药店，药店将过期药品回收

后交由垃圾回收部门高温焚烧[17]。在《包装管理条例》

和《垃圾法》的约束下，德国的药品回收遵循“谁生产

谁付钱”的原则，由企业负责回收[18]。

（二）改善回收方式

我国目前过期药品的回收方式主要分为企业自

发回收和政府设置回收点，但这两种回收方式都不

见成效。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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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无相关的奖惩

制度，居民参与回收过期药品的积极性不高[19]。面对

这种现状，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议在各社区设置

过期药品自助回收箱，药品监管部门定期清理，集中

销毁。例如居民在机器上投入过期药品换取积分，凭

借一定数量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二是采取线上预

约的方式，由专人上门回收，以此提升回收企业的良

好社会形象。例如 2018年，阿里健康和广药集团等

知名企业一起创建了国内首个“全国过期药品回收

联盟”，运用“互联网 +追溯”技术，线上线下同时开

展过期药品回收活动[20]。三是医院按照垃圾分类的案

例集中处理过期药品，可先试点，后将试点所获经验

集中讨论，逐步完善机制，再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逐步

实施[21]。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回收意识

相关部门应通过媒体加大对各社区过期药品资

助回收箱或线上预约回收过期药品的宣传，让更多

市民了解并参与进来。大众对过期药危害认知不深，

有的人甚至认为药品过期只会减弱药效，增加剂量

可继续服用。因此，政府、医院和企业应积极宣传过

期药品的危害性，引导大众定期清理药箱，正确处理

过期药品。组织具有药学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团体定

期开展过期药品宣传、回收与调研活动。同时普及医

药知识，让公众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合理购买药

品，减少药品储存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除此

之外，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抖音、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应广泛宣传过期药品回收点、过期自

助药品回收箱，提高居民回收参与度。

（四）加大奖惩力度

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奖励那些过期药品回收

过程中表现积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医疗机构甚

至是个人。建立过期药品回收奖励制度，通过政府财

政补贴，鼓励药企或药店以各种奖励方式回收过期药

品。对于不法药贩，应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惩包

装再加工过期药品的行为。加大打击买卖过期药品

的力度，一旦发现制造过期药品的制造方，严惩不贷。

（五）其他

药店可设置拆零专柜，将大包装的药品分装、拆

零销售给消费者；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管

理，严禁开具大处方的行为发生；药企生产药品时可

为药品包装“瘦身”，方便消费者按需、小剂量购买。

例如日本的药品都被装在一个小纸袋里，欧美国家

的病人会拿到一个只装有少剂量的、几天的小药瓶；

利用大数据及时将过期药品回收过程向社会公开，消

除公众疑虑从而安心参与回收活动。

四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大众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关

注药品质量问题，如何处理好过期药品这一问题也越

来越突出。我国目前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置

过期药品，也没有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过期药品的回

收。对此，期望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尽快开展过期药品

回收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人民群众

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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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经验，参照患儿的实际情况、价值观和愿望，是一

种以“实证”为基础的新型护理观念、模式或护理方

法，核心思想即利用现有的最好研究证据为患者提

供服务[9]。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对照组小儿咳嗽变异

性哮喘护理有效率较观察组低（P<0.05）；观察组患儿

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1秒呼气容积、呼气高峰流

量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

为 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满意度 66.66%（P<0.05）。

说明循证护理是一种综合了经验与研究证据的护理

模式，倡导护理人员开展研究，解决目前证据资源不

能解决的问题，并提供方法和条件，重视证据的质量

评价，关注服务对象的最终结局。

四 结语

综上，在对于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护理工作

中，可广泛推行循证护理联合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可

尽快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提升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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