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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家庭药品储备日益增多，过期药品的处理问题也日益凸显。本

研究以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策略为主题，旨在探索有效、可持续的过期药品回收模式，以减少过期

药品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潜在危害。通过对现有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现状的调查分析，发现目前回

收渠道有限、公众认知度不高、回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

案例分析等方法，深入了解公众对过期药品回收的态度和行为，以及现有回收模式的成效与不足。

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策略。包括拓宽回收渠道，如与社区、药店、医疗

机构合作设立回收点；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过期药品危害及回收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完善

的回收激励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回收；探索创新回收模式，如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线上回收

预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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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家庭储备

药品已成为常态。然而，药品都有一定的有效

期，过期药品若未得到妥善处理，不仅会造成

资源浪费，还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

危害。目前，家庭过期药品的处理问题日益凸

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方面，大量家庭过期药品被随意丢弃，

可能会污染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某些药品

中的化学成分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长期积

累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
[1]
。同时，被丢弃的过

期药品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回收后重新流入市

场，给公众用药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2]
。

另一方面，尽管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开

展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工作，但由于公众意识淡

薄、回收渠道不畅通、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原因，

回收效果并不理想
[3]
。因此，深入研究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研究背景

1.1 药品安全的重要性

药品作为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的特

殊商品，其质量和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

命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常备药品是保障

家庭成员健康的重要物资。然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部分药品可能会超过有效期，成为过期

药品
[4]
。过期药品如果被误用，不仅可能无法

发挥应有的治疗作用，还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

的不良影响，甚至危及生命。

1.2 家庭过期药品的现状

（1）数量庞大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医疗保障体

系的不断完善，家庭储备药品的数量逐渐增多。

同时，由于药品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以及人

们在用药过程中的不科学、不合理行为，导致

家庭过期药品的数量日益庞大
[5]
。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家庭过期药品数量惊人，

这些过期药品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将对环境

和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

（2）处理不当

目前，大多数家庭对于过期药品的处理方

式并不科学。一些家庭将过期药品随意丢弃在

垃圾桶中，这可能会导致药品中的化学成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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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壤和水源，对环境造成污染
[6]
。还有一些

家庭将过期药品卖给非法回收者，这些非法回

收者可能会将过期药品重新包装后流入市场，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2. 研究意义

2.1 保障公众健

42

康

（1）防止误服误用

过期药品的化学成分可能发生变化，药效

降低甚至产生有害物质。研究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策略有助于减少因误服过期药品而导致的

健康风险，保护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人、儿童等

弱势群体的身体健康
[7]
。避免因使用过期药品

延误病情治疗，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

药物治疗。

（2）减少潜在危害

过期药品若随意丢弃，可能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如土壤、水源等。通过回收策略的研究，

可以有效降低过期药品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

康的潜在危害
[8]
。某些药品成分可能在环境中

积累，对动植物产生不良影响，进而通过食物

链影响人类健康。

2.2 规范药品管理

（1）促进药品合理使用

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研究有助于提高

公众对药品有效期的认识，增强合理用药的意

识
[9]
。引导公众定期清理家庭药箱，避免囤积

过多药品，促进药品的合理使用和流通。可以

为药品监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加强对药品生

产、流通和使用环节的监管，提高药品管理水

平。

（2）完善回收体系

目前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体系尚不完善，通

过研究可以探索建立更加高效、便捷的回收模

式和渠道。例如，设立固定回收点、开展上门

回收服务、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回收等，提高

回收效率和覆盖面。推动药品生产企业、零售

企业、医疗机构等各方共同参与过期药品回收，

形成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

3. 研究方法

结合之前文献调查的相关理论知识，设计

出家庭对过期药品的处理调查问卷，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调查涉及全国各地不同省份

的人群，共收回问卷 50 份，有效问卷为 50 份。

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深入调查，掌握目前传统家

庭对过期药品的处置方式。

4.结果

调查结果如表 4-1 显示，女性参与者多于

男性，女性有 33 人，占比 66%；男性有 17 人，

占比 34%。年龄主要集中在 18-30 岁，有 35

人，占比 70%；51 岁以上最少，只有 6 人，占

比 12%。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最多，

有 37 人，占比 74%。职业方面，学生占比最

大，有 37 人，占比 74%。

表 4-1 家庭对过期药品的处置情况

项

目

问题描述 选项 人

数

构

成

比

性

别

您的性别是？ 男 17 34

%

女 33 66

%

年

龄

您的年龄是？ 18岁以下 5 10

%

18 30岁 35 70

%

31 50岁 4 8%

51岁以上 6 12

%

学 您的学历是？ 初中及以下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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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高中/中专 11 22

%

大专 0 0%

本科及以上 37 74

%

职

业

您的职业是？ 学生 37 74

%

白领/职员 2 4%

自由职业者 3 6%

退休人员 7 14

%

其他 1 2%

回

收

点

使

用

情

况

如果有定点回

收过期药品的

地方，您会使

用吗？

会 36 72

%

不会 12 24

%

不确定 2 4%

如

何

处

理

您通常如何处

理过期药品？

作为一般生

活垃圾丢弃
23 46

%

与生活垃圾

分开处理
19 38

%

卖给药贩子 1 2%

其他 7 14

%

储

备

习

您是否有储备

家庭药品的习

惯？

有 48 96

%

没有 2 4%

惯

处

理

方

式

当发现家中有

过期药品时，

您通常的处理

方式是(可多

选)？

不知道如何

处理
5

按照药品说

明书上的特

殊处理方式

处理(如果

有)

18

送给亲戚朋

友(即使过

期)

8

尝试自行分

解或破坏后

扔掉

7

保留在药箱

中
8

措

施

如果您选择直

接扔掉过期药

品，您会采取

什么措施？

(可多选)

原包装扔掉 26

把药品从包

装中取出扔

掉，保留包

装

15

与其他垃圾

混在一起扔

掉

15

大部分人对过期药品随意丢弃的危害有

一定了解，“大概知道有危害但不清楚具体情

况”的有 22 人，占比 44%；但仍有部分人不

太清楚或完全不知道，分别有 8 人和 2 人；约

一半的人不知道有专门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机制，有 26 人，占比 52%；通常处理过期药

品时，较多人选择作为一般生活垃圾丢弃，有

23 人，占比 46%；其次是与生活垃圾分开处理，

有 19 人，占比 38%；当发现过期药品时，处

理方式多样，包括不知道如何处理、按照说明

书特殊处理、送给亲戚朋友、自行分解扔掉、

保留在药箱中等。若直接扔掉过期药品，较多

人选择原包装扔掉，有 26 人。

回收意愿方面，如果所在地区有专门回收

点，大部分人愿意将过期药品送到回收点，有

36 人，占比 72%；但也有部分人不太愿意或不

愿意，分别有 6 人和 5 人。对回收流程是否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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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是否有奖励或激励措施以及其他因素会影

响人们将过期药品送到回收点，分别有 15 人、

10 人和 5 人。了解回收活动的方式和提高回

收效果的措施方面，希望通过社区宣传、网络

宣传和药店宣传了解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

的人较多，分别有 29 人、29 人和 27 人。大

部分人认为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回收点数量和

给予物质奖励可以提高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效

果，分别有 42 人、34 人和 26 人；加强对非

法回收过期药品行为的打击力度也被认为是

一种有效措施，有 21 人

44

。

5.建议

5.1 加强宣传教育

5.1.1 多渠道宣传

利用社区宣传，如在社区公告栏张贴海报、

举办社区讲座等，由于社区宣传被较多人（29

人）希望作为了解回收活动的方式，且社区能

直接触达各年龄段居民，尤其是中老年人和家

庭主妇等对社区信息关注度较高的人群。

加大网络宣传力度，通过社交媒体、短视

频平台等进行科普，吸引年轻人的关注，鉴于

有 29 人希望通过网络宣传了解回收活动，且

网络能覆盖广泛的人群。

增加药店宣传，在药店张贴宣传海报、发

放传单，或者让药师在顾客购药时进行提醒，

因为有 27 人希望通过药店宣传了解回收活动，

且药店与药品紧密相关，能提供专业的建议。

5.1.2 宣传内容丰富化

详细介绍过期药品随意丢弃对环境的危

害，包括对土壤、水源的污染以及可能对生物

造成的影响等，提高公众对危害的具体认识。

普及专门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告知公众

回收点的位置、回收流程等信息。

5.2 提高回收便利性

5.2.1 增加回收点数量

根据调查，有 34 人认为增加回收点数量

可以提高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效果。可以在社区、

药店、医院、超市等公共场所设置更多的回收

点，方便居民投放过期药品。对回收点进行明

确标识，提高其可见性和辨识度。

5.2.2 优化回收流程

简化回收手续，让公众能够方便快捷地将

过期药品送到回收点。对回收点的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5.3 激励措施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如小礼品等，吸引

公众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有 26 人认为这

一措施可以提高回收效果；设立荣誉制度，对

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个人或家庭进行表

彰，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和荣誉感。

5.4 打击非法回收

5.4.1 加强监管

加大对非法回收过期药品行为的打击力

度，有 21 人认为这一措施可以提高回收效果。

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药贩子等非法回收行

为，维护药品市场秩序；建立举报机制，鼓励

公众举报非法回收过期药品的行为，对举报人

给予一定的奖励。

5.4.2 提高公众意识

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了解非法回收过期

药品的危害，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不将过期

药品卖给药贩子。

6.结论

总体来看，公众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有一

定的认识和意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

部分人对过期药品的危害和回收机制了解不

足；另一方面，在处理过期药品时，仍有较多

人选择不恰当的方式。为提高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效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对过期药品危害的认识；增加回收点

数量，方便居民投放；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加强对非法回收过期药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同

时，应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采取多样化的宣传

方式，提高公众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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