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观察观察

在目前尚未建立完备的药品专门回收
机制的情况下，对于家庭过期药品应如何
妥善处理？业内专家介绍了如下做法：

片剂、丸剂、胶囊类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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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药品从内包装里扣出，集
中在密封袋里捣碎，投入到不可回收的垃
圾桶里。

滴眼液、外用药水、口服液等液体制

剂。应在彼此不混杂的情况下，分别倒入
下水道冲走。

软膏剂药品。应将药膏从容器中挤
出，收集于某包装内封好后丢弃。

喷雾剂药品。应在户外、空气较流通、
避免接触明火的条件下，彻底排空。

水剂、针剂类的注射药品。切勿擅自
开启，应连同其完整外包装一起投入垃圾
桶内。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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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80%以上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习惯，全国一年因此产生过期药品约1.5

万吨。过期药品不仅危害健康，随意丢弃还会污染环境，应在破坏包装盒后随生活

垃圾分散丢弃、分类回收或送至正规回收点统一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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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选择购买一部二手手机
吗？相比一部新手机，若选购一部
二手手机，不仅更价廉，同时还能为
环保作贡献，减少碳排放。

笔者近日从国内二手手机交易
平台“爱回收”——万物新生集团了
解到，该公司率先搭建了循环经济
模式下的二手手机碳减排模型。根
据万物新生集团发布的《2021 环
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该公司首次
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并通过循环
足迹公式，披露了2021年内全平台
销售的二手手机碳减排贡献总量为
463692吨，相当于230万亩城市森
林一年的碳汇效果；二手手机平均
单台碳减排贡献为30.41千克。

不仅如此，2021年万物新生共
回收并监督绿色处置废旧电子设备
共计22.3万台，减少电子产品污染
约35.7吨。万物新生表示，未来还
将进一步引导更多消费者参与到循
环经济消费形态中，让更多消费者
认知并享受到自身消费行为的碳减
排贡献。

（敏稳）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
员近日发表在《微生物基因组学》杂
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常见的大麦虫
（又称“超级麦皮虫”），可以在其肠
道中一种细菌酶的帮助下，吞噬聚
苯乙烯，这种对聚苯乙烯“有胃口”
的蠕虫，可能是大规模回收塑料的
关键。科学家希望这种“升级版”的
生物循环能带来塑料垃圾回收的新
方式，从而减少垃圾填埋量。

昆士兰大学化学和分子生物科
学学院的克里斯·林克博士和其团
队在3周时间里给大麦虫喂了不同
食物：其中一些喂了聚苯乙烯泡沫，
一些喂了麸皮，还有一部分被禁
食。林克博士说：“我们发现，只喂
食聚苯乙烯的大麦虫不仅存活了下
来，甚至体重还略有增加。”这表明
大麦虫可从聚苯乙烯中获取能量。

研究人员使用元基因组学技
术，找到了几种能够降解聚苯乙烯
和苯乙烯的编码酶。他们想在实验
室培养大麦虫的肠道细菌，并进一
步测试其降解聚苯乙烯的能力。而
长期目标是设计酶，通过机械粉碎
和生物酶降解，在回收工厂中降解
塑料垃圾。“大麦虫就像小型回收工
厂，用嘴巴撕碎聚苯乙烯，然后‘喂’
给肠道里的细菌。”林克博士说，“这
个反应产生的分解产物可以被其他
微生物用来制造高价值的化合物，
比如生物塑料。”

（胡珍）

购买一部二手手机
可贡献多少碳减排

环保新探索新探索

垃圾回收新方式
大麦虫能吃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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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充电宝”，靠空气就能发电
当下，一些“空气制品”逐渐走红：前有农林碳

汇让村民卖茶叶的同时卖空气走上发家致富路，如
今用空气做成的“绿色充电宝”试运成功，正式投运
后将为我国努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
统提供储能新方案。

“绿色充电宝”到底是啥？这是由中国能
建江苏院设计、中国华能建设运维的世界首
座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江苏金坛盐
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试验示范项目。

盐穴是盐矿开采后留下的矿洞，用盐穴
来装空气进行资源整合利用，不仅能充分利
用盐穴储气容量大、压力高等优点，还极大提
高了土地利用率，着实是变废为宝的“良
方”。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就是利用低谷电
压缩空气存储于盐穴中，在高峰用电时释放
高压空气做功发电，整个过程通过空气的压
缩和释放来实现电能的存储和输出，不需要
额外的燃料“助力”，能够实现对环境的零排

放、零污染。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

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
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盐穴压
缩空气储能就是新型储能“家族”中的一员。
据悉，该项目是我国空气储能领域唯一的国
家示范项目，也是国内首次利用盐穴资源的
发电项目，极大提高了电能转换效率，全过程

无燃烧、无排放，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
技术支撑和基础装备。该项目建设1套60兆
瓦×5 小时非补燃式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系
统，发电年利用小时数约1660小时，储能容
量300兆瓦时，电换电效率为60%以上，每年
增加调峰电量约1亿千瓦时。目前已申请专
利百余项，并发布我国压缩空气储能领域首
个编码标准和并网标准，立项首个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 （澜欣）

阿根廷的研究团队通过每年监
测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
快消融，生活在南极地区的帝企鹅
正面临灭绝的严重风险，部分地区
的种群可能在数十年内消失。

据介绍，帝企鹅依赖海冰生存，
冰面必须保持至少9个月的稳定，
才能保证企鹅幼崽顺利长大，否则
企鹅宝宝会因为没有长出羽毛前就
下水而冻死或溺亡。阿根廷南极研
究所生物学家马塞拉·利伯特利称：
在南极威德尔海的一个帝企鹅栖息
地，最近三年帝企鹅几乎没有繁殖
成功过，因为海冰过早消融，所有的
企鹅幼崽都死了。

研究人员基于现有的监测数据
估计，位于南纬60度到70度之间的
帝企鹅种群可能将在未来30到40
年内消失。而根据美国伍兹霍尔海
洋研究所此前研究，如果海冰继续
以目前速度融化，大约70%的帝企
鹅种群可能到2050年就会消亡；此
后再过50年，98%的帝企鹅种群可
能消失。

（宋彦霖）

帝企鹅正面临
灭绝风险

家庭过期药品如何正确处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妈妈，您刚才吃的药已经过期2天了。”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朋友赵女士患有慢性胃
病，每次胃不舒服她就会找点家里存的药自行
服用，前天又感到胃痛的她刚喝完药，13岁的女
儿随手拿起药盒看了一眼，才发现药已经过期
了。“没关系，才过期两天问题不大。”赵女士似乎
并不在意。

记者了解到，很多人家里都有家庭药箱，但
真正做到定期清理、确保药物都在安全有效期
内的人却并不是很多。记者的邻居76岁的刘奶
奶说，她一直在床头柜抽屉里放有硝酸甘油、速
效救心丸等药用来救急，但记者发现，她家的药
连同板蓝根、阿司匹林、健胃消食片等，这些药
都已过期好几年了。根据《中国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白皮书》，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备有家庭
小药箱，却有80%以上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
的习惯，全国一年因此产生的过期药品约1.5万
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过期
药品属于劣药的范畴。专家提醒，药物一旦过
期，其性能、性状、药效会发生改变，不仅丧失了
原有的治病功效，甚至还可能危害健康，哪怕只
过期一天，也有可能出现耐药问题等。

过期药品不仅疗效降低或无效，还
可能造成耐药、过敏、休克等不良反应

有些人认为，刚过期的药只是药效变差一
点，仍然可以吃，甚至一些经济困难或患有慢性
病的人为了省钱，直接从不法药贩手里购买过
期药。事实上，“‘是药三分毒’。药物在给人们
带来治病功效的同时，如果用法用量不对，就可
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
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指出，过期药的物质
成分已经发生变化，不仅药效会降低，还可能分
解出有害杂质，服用后可能引发过敏甚至休克。

王岳介绍，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规定的
贮存条件下能保持质量的期限。药品的有效期
是通过前期无数实验来确定的，在有效期内的
药品才能保证有效成分。当超过这个时限后，
药品的内在结构、组成和临床的效价均会发生
变化，不仅疗效降低，还可能会造成耐药甚至治
疗失败。而且过期药品的杂质含量和种类都有
可能升高，容易导致过敏反应或其他不良反
应。过期药品的典型危害主要有：

1.疗效降低。药品过期后，其有效成分含量
降低，发挥不出原来药效，还可能耽误病情。比
如，过期抗生素或抗病毒药不仅不能完全杀死
细菌或防御病毒，反而会造成耐药问题。

2.成分改变。存放时间过长会导致药品化
学成分改变，甚至会分解出一些有害物质损害
人体。比如，维生素C在空气中放置时间过长，
容易被氧化变为黄色，氧化后的维生素C对人体
有害；磺胺类、青霉素类药品过期，易引发过敏
和休克；过期四环素中含有的降解产物毒性比
四环素强数十倍，可导致肾小管功能损害。

3.药效全无。有些药物吸潮或脱水后，进入
人体无法分解，使人体难以吸收其中有效成分，
导致药效全无。

4.发生霉变。有些中成药尤其是颗粒剂、蜜
丸等剂型，放置过长时间，在一定温度下会发生
难以用肉眼辨识的霉变，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

业内专家提醒，药盒、药瓶上都有生产日
期、产品批号及有效期至等字眼。但要注意，药
品的失效期并不是有效期至标示日期的当天，
而是该标示日期对应的前一天，例如“有效期至
2021年10月31日”，那么该药品的实际失效期
应是2021年10月30日。如果药品有效期只标
注月份，没写具体日期，则该药可用至有效期最
末月的月底，例如“有效期至2021年10月”，只
能使用到2021年10月31日。还有一种情况是
只标明失效期某年某月，指该药在该年该月的1
日起失效，例如“失效期2021年10月”，只能使
用到2021年9月30日。

需要注意，上述有效期都是指按说明书中
所列明的贮存条件而言。如果贮存方法发生了
改变，例如放在高温环境、潮湿环境、打开瓶盖
等，药品有效期就只能作为参考。而且，一旦药
品从原包装内分出，开启后使用期限自分装日
期起仅6个月内有效。

王岳还特别提醒，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应根
据自己的需要理性购买，现在到社区医院、药店购
药很方便，家庭无须过度储备药品。此外，一定要
定期清理家庭药箱，不要把过期药品留在身边。

家庭过期药品随意丢弃会污染环
境，过期药应按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记者采访发现，生活中许多人对于过期药品的
处理比较随意，有人不以为意继续服用；有人随手扔
进垃圾桶。“药品过期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一旦有
不法商贩对这类过期药品进行回收，重新流向市场，
不良后果可想而知。”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
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说，随意丢弃的
过期药品在雨水、地下水的长期渗透扩散下，会污染
水体和土壤等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健康。

记者还了解到，2004年，厦门市曾发生一起
因焚烧过期药品产生的黑烟污染了空气、农田水
和田间蔬菜引起中毒的事故。还有人说，一颗过
期药等于3颗废旧电池的污染程度。也有数据显
示，目前农村市场三分之二的过期药，都是从形形
色色的家庭小药箱中流出的。

我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附录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规定，家庭日常生活或者
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废药品，属
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只要未集中收集，上述
废药品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按照生活垃圾处理。

因此，如果家庭过期药品没有被分类集中
回收，可以在破坏药品包装盒后，随生活垃圾分
散丢弃、分类回收，相对风险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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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期药品亟须建立统一长效规范化
回收机制，并倡导大众养成过期药品主
动回收的习惯

事实上，目前对过期药品的回收并不尽如人
意。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很多人从未听说过期药
品可以回收，更不知道药品回收点在哪里。记者
自己想去回收药品定点机构，但通过地图App搜
索“药品回收”，搜到的却是“废品回收”；即使通过
药企的官网、公众号查到了回收点，但距离居住
地又太远。难怪有人说，“拿着几盒过期药跑到
几公里远的地方去回收，太麻烦了”。

“药品管理法明确禁止过期药品流入市场，
但对于如何回收处理过期药品并没有详细规
定。自2019年以来，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地
先后实行垃圾分类政策，但是目前设立过期药品
分类投放点仅在少部分地市实现，大部分省市还
存在回收投放点不足的问题。国内不少城市也
开展过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但由于回收成本
过高、没有可持续保障等原因，效果并不理想。”邓
利强指出，过期药品回收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或
部门在很多地方都不明确，且回收的过期药品处
置成本较高，也是导致回收难的原因。

近年来，为了推动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工作，
政府和企业一直都在探索、行动。生态环境部
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引导公
众按标志投放废药品等有害垃圾，推动危险废
物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等设施向公众开放。山
东省威海市市场监管局修订了《威海市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销毁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家庭过期
药品无害化处置长效机制，对定点回收门店实
施动态管理，定期开展规范性检查，对达不到定
点回收标准的门店取消其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资
格，保障过期药品回收安全、处置到位。

阿里健康创新“码上放心”药品追溯技术，
让用户可通过扫描药盒上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
码识别过期药。每年3月13日至3月31日，合
肥、北京、广州、深圳、东莞、郑州等城市的居民均
可“一键呼叫回收小哥”，上门免费回收过期药。

王岳认为，要想从根源上减少过期药品产
生，药品包装改革也应提上日程。“建议修改相
关法律，规定药品有限制地进行整包装销售。
例如，在日本，药品都被装在一个小纸袋里；在
美国或欧洲，病人会拿到一个小塑料瓶，里面只
装有少剂量、几天的药。通过药品包装改革，既
可改变医疗机构和药品经营企业过度包装的问
题，又可从上游避免过多过期药品产生。”

“目前，全国多地正在积极增设过期药失效
药回收点，可在这些已先行先试的城市中选定
一些试点城市，总结好的经验后在全国推广。
只有建立统一长效的规范化回收机制，规范老
百姓处理家庭过期药品行为，才能破解过期药
回收难题，既杜绝居民家庭过期药品重新流入
市场，又防止过期药物随意丢弃造成环境污
染。”邓利强认为，首先要让老百姓养成过期药
品主动回收的习惯，然后在处理上建立配套措
施，这才是未来推动过期药品回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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