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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素 霞 

用藥安全 

大綱 
前言 

慢性疾病 

認識用藥安全的重要性 

什麼是藥物 

什麼是合法藥品 

藥品的不良反應 

藥品交互反應 

藥品的效期與保存 

正確用藥觀念 

結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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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中年才知地心引力的厲害 ~ 萬般皆下垂，惟有
血壓高 ~ 器官樣樣俱在，只是皆下垂  

中年的身體起了大變化，想哭的時候沒眼淚 

笑的時候一直擦淚 ~ 更糟的是… ~ 坐著打瞌
睡、躺著睡不著，想記的記不起來，想忘的忘
不掉  

人到中年頭上是 ~ 白髮拔不盡，春風吹又生 ~ 

男性的髮型逐漸走向-- 『地方支持中央』， 

兩邊往中央梳，遮住稀疏的部份  

記憶力變差 ~ 忘了剛剛說的話 ~ 笑到一半忘
了未何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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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人生有三歷  

年紀越來越大就要看病歷 

中年成功與否看經歷  

少年爭取好學歷  

家裡只有夫妻 2 人，飲食內容簡單， 缺
少變化 ， 數十年如一日。昨晚的剩菜、 

稀飯配醬菜、碗粿、肉粽、 肉燥飯 + 魚
湯、飯湯、菜瓜粥、炒飯、水餃。中午
的剩菜 ~ 不均衡、缺蔬菜、缺肉類、油
脂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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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飲食習慣-1 

習慣一: 炒麵 、 乾麵 飯湯、鹹粥 晚餐  

                中餐 早餐  

習慣二: 從不回頭看看自己的排便情形  

習慣三: 相信自己健康無比，依舊像年輕時 

                 大吃大喝 

習慣四: 每天吃完飯就坐著看電視或躺者休息。 

                俗話說 : 飽食即臥，久病纏身 !!  

習慣五:喜歡吃零食 ( 反式脂肪含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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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飲食習慣-2  

習慣六: 重口味，喜加醬油、辣椒醬、醋、楜椒、豆瓣 

                   醬、辣豆瓣醬、 胡椒粉。舌頭味覺隨年紀增加 

                   而退化， 年輕時口味越重，退化越快速 

習慣七: 喜吃醃漬品：鹹、下飯、破布子、 泡菜、豆腐 

                   乳 

習慣八：吃的太簡單、營養不均衡  

習慣九：自覺體重應該沒增加，只是腰越來越粗  

習慣十：運動習慣走路不易流汗  

習慣十一：口味重鹹、喝水量不足、蔬菜水果不足  

習慣十二：重視排便習慣，輕忽健康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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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代謝症候群 

腹 部 肥 胖  

血壓上升  

高密度膽固醇太低  

空腹血糖高 

三酸甘油酯高  

8 

 体重過重：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 、                    

                      心血管疾病  

 體重太輕：抵抗力降低、易生病  

 如何秤體重 ? 常常秤體重嗎 ?  

 指針式體重計？體脂肪體重計 ？ 

 

維持理想體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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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體重 

公式一：男生  (身高-80)x0.710% 

        女生  (身高-80)x0.610% 

 

公式二：22  身高  身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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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之定義 ~ BMI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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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當  

  您的BMI介於 18.5到24就是健康體位，這也就 

  是「1824」的由來。 

 

◎BMI的計算方式: 

     BMI(Body Mass Index)=  

     體重(公斤)÷身高(公尺)÷身高(公尺) 

   

資料摘自衛生署 

12 

 身高及 理想體重對照表 
 

67.0-82.0 184   60.0-73.5 174    53.5-65.0 164 

66.0-81.0 183   59.0-72.5 173    53.0-64.5 163 

65.5-80.0 182   58.5-71.5 172    52.0-63.5 162 

65.0-79.5 181   58.0-71.0 171    51.5-62.5 161 

64.0-78.5 180   57.0-70.0 170    50.5-62.0 160 

63.5-77.5 179   56.5-69.0 169    50.0-61.0 159 

62.5-76.5 178   56.0-68.5 168    49.5-60.0 158 

62.0-76.0 177   55.0-67.5 167    49.0-59.5 157 

61.5-75.0 176   54.5-66.5 166    48.0-59.0 156 

60.0-74.0 175   54.0-66.0 165    47.5-58.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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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 
高血壓的症狀 頭痛、耳鳴、眼花撩亂、脖子
僵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等腦中風、心
肌梗塞 

測量血壓之注意事項 

       1. 先安靜坐在椅子上 5 分鐘  

         2. 雙腳不交叉、翹腳  

         3. 手臂盡量與心臟同高  

         4. 左右兩臂均需測量  

         5. 早晚量測血壓 1-2 次  

         6. 身體不適應增加測量次數  

         7. 『收縮壓』高是心血管疾病之危險因子 

 

14 

高血壓患者預防高血壓-1  

控制血壓 

你可以這樣做-減輕體重  

 勿吃醃漬食物，新鮮最美味 

 選鹽要注意 - 減少使用調味料  

 少用鹽巴清洗蔬果 

 保持情緒平穩、戒菸、少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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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患者 預防高血壓 -2 

控制血壓，你可以這樣煮  

可善用有風味的蔬菜煮湯--九層塔、香菜 

香菇、洋蔥  

可用氣味濃厚的中藥材引起食慾--當歸、 

肉桂、五香、八角、枸杞、紅棗  

辛辣食物少吃 : 薑母鴨、麻油雞、 

   補品--易口乾舌燥、火氣大  

16 

糖尿病 

糖尿病的症狀：吃多、喝多、尿多、體 

                            重減少  

理想血糖值  

空腹血糖：80-100mg/dL  

葡萄糖耐受不良 :100-126mg/dL  

飯後 2 小時：少於 140mg/dL  

糖尿病診斷：隨意血糖＞ 200mg/dL 或空
腹血糖 ＞ 126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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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糖尿病可否根治  

糖尿病可怕在哪裡  

為什麼要監測血糖  

糖尿病為慢性病，無法根治  

需定時服藥、飲食、運動來控制  

不控制血糖，併發症通常在罹病10-15年後陸續出
現  

常見併發症：視網膜病變、心臟病及腎病變 

了解自己血糖變化及控制成效  

 

18 

空腹血糖高怎麼辦？ 
空腹血糖高常見的生活飲食習慣 

    1. 飯 、 麵吃過量     2. 喜歡喝飲料 

    3. 水果吃到飽           4. 完全不運動  

蘋果 蕃茄 水梨 奇異果 芭樂 西瓜 香蕉 榴槤 釋迦 
龍眼 荔枝 甘蔗 芒果  

甜度低的水果  甜度高的水果  

檢查出空腹血糖高怎麼辦 ？ 

    1. 若空腹血糖＞ 126mg/dL 確定為糖尿病  

    2. 請找『新陳代謝科』醫師 

    3. 藥物＋飲食控制＋運動  

空腹血糖正常就可高枕無憂了嗎 ? 

    1. 遺傳 2. 肥胖 3. 通常血糖異常會先出現在『飯後
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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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反式脂肪 -- 食品業者以植物油，為原
料透過『氫化』處理產生之油脂 -- 耐高溫
、不易變質、存放更久 -- 常吃此類食物易
升高壞膽固醇、降低好的膽固醇  

膽固醇 

20 

高膽固醇的食物有哪些 

蛋類：蛋類的蛋黃，如雞蛋黃、鴨蛋黃、 鹹蛋
黃、皮蛋黃等。  

動物內臟：腦、腰、肝、腸等。  

動物油脂 ：三層肉、蹄膀  

海產類：墨魚、魷魚、蝦膏、蟹黃、魚子、魚
頭等。  

油類：奶油、牛油、雞油、豬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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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方法決定食物熱量-1  

減少膽固醇、三酸甘油酯-改變烹調方法試
試看 !  

滷蛋、蒸蛋、蛋花湯、荷包蛋、炒蛋  

烤牛肉串、紅燒牛肉、燉牛肉、蔥爆牛肉
、蠔油牛肉  

烤豬排、粉蒸里肌、蒜泥里肌煎豬排、炸
豬排、梅干扣肉、炸獅子頭  

白飯、糙米飯、壽司、炒飯、炒麵  

  

22 

烹調方法決定食物熱量-2 

泡菜vs蔬菜捲 

滷白菜vs 炸蔬菜、乾煸四季豆 

豆腐湯、涼拌豆腐vs 炸臭豆腐、麻婆豆腐 

魚湯、清蒸魚vs 紅燒魚、炸魚片、炸魚排 

涼拌雞絲vs蜜汁雞腿、炸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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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方法決定食物熱量-3 

紅燈少使用：炸雞塊、香酥雞、三杯小卷 

蚵仔煎、炒飯、炒麵、碎肉製品  

黃燈要謹慎：醬爆、雞丁、 煎魚、清燴 海
參、 蜜汁雞腿、糖醋排骨  

綠燈放心用： 清蒸鮮魚、涮羊肉、燙青菜
、鹽水蝦烤、雞腿涼拌小黃瓜、清燉 牛肉
、 紅燒豆腐、 滷豆乾、 雞肉凍  

 

24 

五大降血脂明星食物 

燕麥可搭配脫脂牛奶、蘋果、黑木耳、 菇
類，海帶效果也很棒 !!  

 堅果類每週吃 2 次  

 黃豆、豆腐、豆漿  

 深海魚、鮭魚、鮪魚、鯖魚、秋刀魚、   

    海鰻  

 鮭魚味增豆腐湯  

 用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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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就要動-運動333 

每週運動 3 次  

每次運動 30 分鐘 

心跳達 130 下  

運動目的 ~ 增加心肺耐力、提高新陳代謝
率  

適合的運動 ~ 流汗、微喘、心跳快  

26 

減重小秘訣 
 1. 勿吃宵夜  

 2. 勿相信偏方  

 3. 每天量體重 

 4. 不要夢想用運動來減重  

     小吃名稱  

     米粉湯 臭豆腐 熱量 ( 大卡 ) 185  370 

     所需步行時間 (60 公尺 / 分 ) 60 分 120 分  

     蚵仔麵線 花生豬血糕 280 115   90 分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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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飲食指標八大原則-1 
原則一 : 維持理想體重，理想的體重是健康的基 

                  礎  

原則二 : 均衡攝食各類食物單一、不偏食、不過 

                 量  

原則三 : 三餐以五穀根莖類為主食，五穀根莖類 

                  是理想的熱量來源，應作為三餐的主食  

原則四 : 盡量選用高纖維食物，選擇吃糙米或五 

                  榖米，選擇全麥麵包。吃水果， 少喝果 

                  汁；將各種蔬菜水果、堅果類攪打成精 

                 力湯  

 

28 

國民飲食指標八大原則-2 
原則五 : 少油、少鹽、少糖的飲食原則  

    高脂肪飲食 ：肥胖、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  

     高鹽 ：高血壓 

     糖 ：高熱量食物（糖果、飲料、加味水、 汽水等）  

原則六 : 多攝取鈣質豐富的食物，攝取足夠的鈣 

                  質，可預防骨質疏鬆症  

原則七 : 多喝白開水，白開水是最健康的水分來 

                 源  

原則八 : 飲酒要節制  

    飲酒過量：啤酒肚、肝硬化  

 



2017/9/19 

15 

29 

104年全國國人十大死亡原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30 

四大癌篩 
子宮頸癌：1995年全面提供30歲以上婦女每年 

                      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乳癌：2003年起提供50～69歲婦女每2年一次 

              乳房攝影  

大腸直腸癌：2004年起提供50～69歲民眾每2 

                         年一次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  

口腔癌：1999年開始，提供18歲以上嚼檳榔或 

                   吸菸等高危險族群免費口腔黏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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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每次20下.每天敲打100下 

方法：對側手掌握空心拳，由下往上扣擊正確 

               的穴位 

時間：早.中.晚.看電視.無聊時.坐太久.疲累時. 

               隨時皆可.. 

位置：＊木行-肩部-肩井穴-肝臟 

              ＊火行-腋窩下-極泉穴-心臟 

              ＊土行-大腿鼠蹊處-閉關穴-胃腸 

              ＊金行-鎖骨下內窩處-雲門穴-肺臟 

              ＊水行-臀部外上1/4內凹處-環跳穴-腎臟
ˋ 

五行健康操 

認識用藥安全的重要性 

32 

32 

國人洗腎主因包括糖尿病及高血壓控 
  制不良、亂吃止痛藥、不明中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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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停看聽 

護腎33 贏得腎利人生 

33 

33 

什麼是藥物? 

何謂藥物：凡能預防、減輕或消除
人體疾病症狀之發作，以恢復正常
生理機能或增強體內某種機能，或
用以協助病狀之診斷的物質或混合
物稱為藥物。 

藥物包括藥品及醫療器材。 

   ―『藥即是毒』、『藥可以治病，亦可以 

        致病』，這是『一體兩面』的觀念。  

34 

34 

103年用藥安全影片/用藥安全宣導短片-消保會(國語版).mp4
103年用藥安全影片/護腎33 贏得腎利人生.mp4
103年用藥安全影片/護腎33 贏得腎利人生.mp4
103年用藥安全影片/護腎33 贏得腎利人生.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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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藥物之外型：分為注射、口服、
外用藥。 

藥品之分級：台灣之藥品分【成藥】
、【指示藥】、【處方藥】三級。 

35 

35 

藥品分級制度 

藥品分級的實質意義在於強化藥品的管理，
依藥品的安全性加以管理。 

 處方藥 指示藥 成藥 

藥效 強烈 中等 緩和 

 

購買方式 

持有醫生處
方箋，請專
業藥師給藥 

不需處方箋，
於藥局內購買 

於一般超市（乙類
成藥）或藥局（甲
乙類成藥）等自由

選購 

指導用藥方法 藥師依照醫
師的處方給
藥，藥師指
導用藥方法 

藥師指導藥品
說明書上的使

用方法 

依藥品說明書上用
法、用量使用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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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藥-1/2 
凡藥品作用緩和，耐久儲存，使用簡便、並明示
其效能、用量、用法，標明成藥許可字號，其使
用不需要經醫師或藥師(生)指示使用者，皆是 

 「成藥」 
治療感冒各種症狀的綜合感冒藥 
治療消化不良的胃腸藥 
治療疼痛的止痛藥 
治療發燒的退燒或解熱藥 
止瀉藥、便祕藥、痔瘡藥、皮膚藥、眼藥、 
  治暈車船藥、補充體力、消除疲勞的綜合維 
  他命等。 

37 

成藥-2/2 

※ 成藥通常針對症狀治療，服用一、二次  

     後病情不見好轉，應立即就醫，以免延  

     誤病情，小病變大病影響健康。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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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藥 

凡藥品藥性溫和，需要經醫師或藥事人員
指示使用者，即是【指示藥】如大部分之
胃腸用藥、綜合感冒藥，其僅能於藥局或
藥事人員執業之處所經藥師或藥生指示下
使用。 

服用時需依照藥品說明書中的 

  「使用說明 」「用 法 」「用 量 」才
安全。 

39 

39 

處方藥 

須經醫師診療、診斷病情，確定病因
後開立處方簽，才能到藥局拿到醫師
處方藥。 

藥局沒有醫師處方是不能販賣醫師處
方藥的。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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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合法藥品? 

41 

認識合法藥品-1/2 

凡是經核准製造、輸入的藥物，依規定於
其標籤、說明書或包裝上，應分別刊載以
下事項： 

廠商名稱及地址。 

品名及許可證字號。 

藥品分級類別。 

製造日期或批號。 

主要成份。 

42 

42 



2017/9/19 

22 

含量、用法、用量。 

主治效能。 

性能或適應症。 

副作用。 

禁忌及其他注意事項。 

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43 

43 

認識合法藥品-2/2 

 藥品也有身份證-1/2 

合法藥品如何辨認 

許可證字號、GMP 

偽藥、劣藥的定義為何? 

藥品的分級制度 

處方藥、指示藥、成藥 

管制藥品與非管制藥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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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檢視所用的藥品是否有完整標示，
更可藉由藥品許可證字號辨認藥品種類
： 

    1.「衛署成製字第000000號」。 

    2.「衛署藥製字第000000號」。 

    3.「衛署藥輸字第000000號」。 

    4.「衛署醫器製第000000號」及「衛署           

           醫器輸字第000000號」。                                              

45 

 藥品也有身份證-2/2 

小心偽藥、劣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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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問題：偽藥-1/3 

未經核准，擅自製造 

有效成分與核准不符 

將他人產品抽換或有其他產品摻雜 

在標示上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限 

47 

產品問題：劣藥-2/3 

添加非法定色素、防腐劑、矯味劑、賦型劑 

超過有效或保存期限 

所含有效成分之質與量與核准不符 

含有污穢或異物 

藥品裝入有害物質製成之容器 

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 

有明顯變色、變質、混濁、沉澱或已腐化分解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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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問題：禁藥-3/3 

政府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販賣之毒害藥
品 

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 

49 

藥品的不良反應            
及注意事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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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之不良反應 

過敏反應 

副作用 

51 

什麼是副作用?什麼是過敏?  

通常可由藥物本身的藥理作用推斷其副作
用是屬於無害的，一般叫副作用。不明原
因的副作用我們稱之為過敏或特異體質。  

過敏應立即就醫，而無害的副作用通常於
停藥後會自然消失。換句話說，服藥所產
生的不適症狀若有共通性就是藥物本身的
副作用，若是無共通性，是個人特有的，
就是屬於各人特異體質或過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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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有那些症狀?如何處理?  

皮膚症狀如搔癢、蕁麻疹(藥疹)是最常見之過
敏反應。其他症狀尚包括有發燒、關節痛、鼻
炎、胃腸障礙、氣喘、呼吸困難、休克等。 

只要一發生過敏，應立即就醫接受檢查。找出
病因(原因)，確定哪些藥或是成藥中的哪些成
分造成過敏反應。然後再牢記下來，注意以後
不要再服用此類成分的藥，是最有效解決的方
法。  

53 

那些人較容易發生過敏反應?  

曾發生過化粧品、食物過敏，或容易對
化粧品，食物過敏的人，或家族中有過
敏體質者，都比較可能引起藥物過敏反
應，應細心觀察，特別注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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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害救濟法」保障您的用藥安全  

使正當使用經許可的合法藥品，而因其不

良反應導致死亡、殘障或嚴重疾病者，獲
得迅速救濟。於89年5月31日開始實施。 

除涵括全部西藥製劑外，並將視藥害救濟

基金財務狀況，及藥害救濟急迫程度，分
階段擴及中藥與醫療器材。藥害救濟之請

求權時限，將由現行自請求權人之有藥害

時起一年，延長為三年。  

55 

藥品交互作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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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藥品交互作用? 

 一個藥品的效果受到其他藥品、
食物等物質影響的情形 

 

 

57 

藥品為什麼會發生相互影響呢？  

 影響其他藥品在人體內的旅行 

 胃腸的吸收 

 血液或組織的分布比例 

 肝臟的代謝分解 

 腎臟的排出 

 影響其他藥品的作用或臨床療效 

 加強藥效或毒性 

 減弱藥效或毒性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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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交互作用的類型 

 相加型的交互作用 

 某種藥品加強另一種藥品的藥理作用 

 例如：併用兩種以上降血壓劑，或降血壓藥
併用其他一種不是降血壓藥，但也會使血壓
降低之藥品 

 抵消型的交互作用 

 某種藥品會抵消另一種藥品的藥理作用 

 例如：強心劑毛地黃(digoxin)與高纖食品併
用時，強心劑的吸收率會減低 

59 

藥品會與「誰」有交互作用呢？  

 藥品vs藥品 交互作用 

 藥品vs食物 交互作用 

 藥品vs疾病 交互作用 

 藥品vs檢查數據 交互作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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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vs藥品交互作用-1/2  

 具危險性的藥品與藥品合併使用 
 錯誤併用不同的抗憂鬱劑，可能會引起嚴重
的後果 

 服用「安全指數」低的毛地黃病患，經常也
會有其他心臟問題，而同時併用其他藥品，
有時可能因此而改變「毛地黃的血中濃度」 

 服用俗稱「消炎藥」之非類固醇類止痛藥與
抗凝血劑-「可脈丁」，造成出血性潰瘍的
風險大增 
 

61 

藥品vs藥品交互作用-2/2  

 
 雖然正確服用避孕藥，卻仍意外懷孕 

 某些抗生素、巴比妥類安眠劑、抗痙攣藥

等會干擾口服避孕藥的藥效 

 有的胃藥會干擾某些藥品的吸收 

 含有鋁、鈣、鎂的制酸劑，會影響某些抗

生素的吸收 

 併用瀉劑及利尿劑可能會導致極度危險的水

及電解質嚴重失衡現象 

62 

3保健食品配藥吃 當心副作用.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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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vs食物交互作用-1/5 

 潛藏於葡萄柚汁的危機 

 葡萄柚會影響重要的藥品代謝作用及某些藥

品的吸收 

 詭譎多變的乳酪效應 

 含酪胺酸(Tyramine)的食物(如:乾酪、酪梨、

香腸和醬油等)與單胺類氧化酵素抑制劑

(MAOI)類之抗憂鬱藥併用會引發高血壓 

63 

藥品vs食物交互作用-2/5 

 小酌一番卻也可能會有問題 

 鎮靜安眠藥再加上酒精，會導致協調和注意

力損害 

 牛奶營養價值高，有時卻會使藥品

失效 

 牛奶會降低某些抗生素等藥品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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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vs食物交互作用-3/5 

 飯後一根煙，快樂似神仙嗎? 

 香煙會增加某些藥品的代謝速率使作用時效變

短 

 咖啡可提神，同時服用某些藥品可能會使

咖啡效果增強！  

 口服避孕藥等會使咖啡更加強效 

65 

藥品vs食物交互作用-4/5 

 喝茶清腸胃，卻也清走了鐵質 
 茶中的丹寧酸可能會奪走補充劑內或菠菜中的鐵質 

 碳烤肉類使得氣喘藥劑變「性」了 

 碳烤食物使肝臟運作更費力且更快，而增加抗氣喘病的

theophylline於身體中的排除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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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vs食物交互作用-5/5 

 藥品如何影響營養成分？ 

 某些藥品會降低血液循環中的維他命B6和葉

酸的濃度 

 減肥藍色小藥丸「羅氏鮮」，增加脂溶性維

他命的排除 

 營養補充品如何干擾藥品？ 

 吃太多含維他命K的綠色蔬菜，反而會阻礙

抗凝血劑-「可脈丁」的藥效 

67 

防止自己遭受藥品 
交互作用的傷害 

 向醫師、藥師請教  

 有任何不尋常的症狀馬上告知醫

師或藥師 

 查閱適當書籍，不要因為缺乏資

訊就推論並沒有藥品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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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的效期與保存 

69 

藥品的保存 

－正確的貯存條件 

避光 

避熱 

防潮 

70 



2017/9/19 

36 

藥品的保存-貯存原則 

內服藥品與外用藥品分開 

將藥品連原包裝置於密閉容器中儲存 

玻璃容器比塑膠袋好 

不同藥品不要混雜在一起 

保留有效日期、用法及用量的相關資料 

不確定的丟棄 

71 

須冷藏的藥品(2-8℃) 

部分糖漿劑 

部分栓(塞)劑 

部分眼藥 

生物製劑(例如：疫苗) 

要冷藏的藥品不可放在冷凍層，不須冷
藏的藥品不要冷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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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的保存方法 

避免直接曝曬於陽光之下。 

不要把藥品存放於浴室，以免藥品被浴
室的熱氣或濕氣破壞。 

除非另有指示，液體藥品不宜冷凍(冷
凍與冷藏不同)。 

定期檢查家中藥物，過期的藥品不宜再
繼續保存，除非另有指示。不再使用或
過期的藥品，依規定做處理。 

73 

誤服藥物之處理  

催吐。 

將所服藥品之包裝、藥品、藥盒送往
醫院以助診斷。 

應將服用量、服用時間、症狀告知醫
師。 

如眼、皮膚直接受到刺激，用水沖洗 

  後再就醫。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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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舊藥-1/2  

痊癒後的剩藥，非經醫師指示，不可任意服用  

  ，也不要將自己的藥物送給他人服用。 

糖漿，眼藥極易受污染，故開封後無法久存。 

小包裝之藥或顆粒，須封緊袋口，經兩天後就 

  捨棄。 

藥品開封後，應註明日期，且注意是否超過有 

  效期限。 

75 

如何處理舊藥-2/2  
超過有效期限，應予以丟棄。 

錠劑破裂變色或失去光澤，液劑變混濁時，應 

  停止服用。 

尚未開封，在保存方式正確下，於有效期限內 

  ，大體還可使用。 

開瓶後三個月硝酸甘油舌下錠，最好丟
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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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用藥觀念 

77 

吃藥文化？ 
 對藥品持“有病治病，無病強身“ 
 「藥愈貴療效愈大」  
 「上醫院就要求打針」  
 對醫師處方的藥品遵從性不佳，卻對 
   偏方草藥深信不疑，甚至肯花大錢。  
 不認識藥品名稱與特質，但卻願意服 
   用。  
 認為藥品不是沒有副作用而勇敢服用 
   ，就是副作用大而不敢服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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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吃藥，有病治病沒病補身? 

藥品在臨床醫學的使用目的，可以包括診斷疾病、 

治療疾病或是預防疾病。即使是以預防為目的，也會

有特定的對象，例如高危險群病人-目前注射流感。 

任何國家的新藥上市，都會核准所謂的適應症，也就

是法定用途。在這些衛生主管機構核准的適應症下用

藥，並且遵守一般用藥守則，最能保障安全、有效兩

大目標。  

反之，缺乏專業醫師的監測，沒有恰當的適應症而使

用特定藥品，尤其是健康沒病的身體，不但不會有期

待的補身作用，反而可能只得到不希望有的，不良反

應或是負面作用。 

79 

二、生病打針效果快又好? 

打針的藥效雖然快，但是會痛，也比較
可能出現注射感染問題。另外，快效也
代表風險較高，一旦出現不良反應或過
量中毒等，想要成功挽救或解毒的機會
也比較小。 

用藥的基本原則是能局部使用就不需要
口服，能口服就不需要打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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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藥併服可以有互補作用? 

中西藥品合併使用於人體應當以學理基礎和臨
床研究為依據，不能用單純的算數加減問題來
預測結果。 

未經證實的藥品組合可能帶來不良藥品交互作
用，例如藥效加強或減弱，中毒或失效。 

錯開用藥時間的方式，頂多只能防止在吸收步
驟的交互作用，並無法完全避免合併用藥在人
體內出現的療效、代謝與排泄等方面的交互影
響。 

81 

四、介紹“好藥”給好朋友? 

藥品的選擇十分專業，必須仰賴醫師、藥師等專

業人員的判斷。 

同樣的病症會因為每位病人的器官功能、疾病狀

態、療效反應、體質、是否存在其他病症等而有不

同的考量，因此同一個藥品的藥量與給藥間隔各人

可能不同，醫師或藥師常會為不同的病人選擇作用

目的類似但作用方式不同的藥品。此外，治療過程

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以及藥效與安全性的觀察

指標，都可能因人而異，需要個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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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病症消失了就可以不吃藥? 

藥品的作用有的是消除疾病原因，有的是控制或
延緩疾病進展，有的是解除症狀。 

例如，多數抗生素的使用目的是在根除感染病原
，如果無故中途停藥，不但無法達到原來目的，
也可能帶來抗藥性。某些慢性病，例如高血壓與
糖尿病，醫學研究證明長期將血壓血糖的控制良
好，可以明顯減少發生合併症的危險，即使不覺
得有症狀，也不可以任意停藥 。 

反之，某些主要用來解除症狀的治療，例如頭痛
流鼻水等，有時病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需要服藥
，或是在症狀消失了即可停藥。 

83 

六、藥品合成的比天然的副作用大? 

除非含有雜質，藥品的藥效與不良反應只與
藥品成分有關，與該成分來源無關。 

藥品所含的每一成分通常都可以分析辨認，
臨床試驗所得到的資訊也都與各成分直接相
關，和該成分究竟是化學合成，或是天然萃
取無關。 

我們的身體不會辨認出不同來源的相同成分
，基本上也不會對化學分子相同來源不同的
成分呈現不同的作用與反應。  

84 



2017/9/19 

43 

七、把藥品磨粉吃，效果快又好? 

藥品在製造過程會添加藥效成分以外的賦型劑， 
一方面讓藥品在未使用前維持穩定，一方面在服
用後可以依照預期方式產生藥效。磨粉可能會讓
這些設計失效，或是帶來不可預期的變化。 

越來越多經過設計的現代藥品是不適合磨粉或嚼
碎的，例如舌下錠、長效錠或持續釋離錠、腸衣
錠等。 

藥品在磨粉以後安定性已經無法預期，目前普遍
使用的磨粉分包機也無法準確測量每包的份量，
因此磨粉的結果可能造成藥效與藥量都無法掌握 

磨粉後，藥品無法辨識，容易出錯。 
85 

藥品誤用 

1. 不依指示用藥 

2. 醫師開方不當  

3. 常被誤用之藥品 

處方藥：抗生素、減肥藥、利尿
劑  

指示藥：瀉劑、感冒藥 

4. 民眾自行購買處方藥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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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五不原則 

※也不購買電視、電台販賣的藥物 

就醫前您有沒有話要說?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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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領藥前需要告知醫師或 

藥師的事項-1/2 

是否對某些藥品、食物或特殊物質曾經有
過異常或過敏反應。 

是否正在進行節食(低鹽、低糖)計畫。 

如果你懷了孕或你打算懷孕，或是你沒有
避孕而可能懷孕。 

是否親自哺乳，因為藥品會分泌至乳汁。 

是否有其他疾病，如肝腎功能不好、 

    G6-PD缺乏 

89 

是否在過去數週內服用或正在使用  

    其他藥品。 

在進行各種手術以前，包括拔牙或在緊
急情況下接受醫療處置，應該先告訴醫
師你目前正服用的藥品。 

90 

看病領藥前需要告知醫師或 

藥師的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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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安全服用藥物原則-1/2 

明確認知所服藥物及其功效。 

確認服用藥量及每次服藥間隔及期限。 

事先詢問，如忘記服藥時之補救方法。 

確認服藥狀況，是應在飯前、飯後、或與
食物一起服用。 

確認所服用藥物，是否會對本身造成副作
用，及預防或減輕方法。 

91 

確認服用藥物，要多久時間才會產生藥
效，及一次能維持多久。 

為了避免犯錯不要在黑暗處服藥。每次
取藥之前，最好再讀一次標示，尤其要
注意失效日期。 

藥品應放置於小孩取不到的地方，以免
小孩誤食。 

不同的藥品最好不要放在同一容器內，
以免誤取。 

92 

正確安全服用藥物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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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民眾自身用藥安全 

一、聰明五問 

二、用藥五感 

93 

聰明五問 

也就是拿藥時別忘了問： 

      什麼藥？ 

      做什麼？ 

      怎麼用？ 

      用多久？ 

      要注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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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五感 

視（看清楚藥品） 

聽（聽藥師說明） 

言（用藥前說出用藥時機、藥品標示） 

動（檢查一下時間多久用藥一次） 

心（用藥前用心想想還要注意什麼） 

 

95 

醫院或診所領藥須知 

需在當場了解之事宜 

注意藥袋上之姓名、病歷號 

藥品總筆數及藥品數量 

用法用量 

尤其第一次拿藥或有新開立的藥品 

以上若有疑問或不清楚時，請立即詢問藥師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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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前注意事項 

用藥前需注意 

藥袋標示之臨床用途及注意事項 

一般之用藥指示 

藥品之保存方式 

以上若有疑問或不清楚時，請立即詢問藥師 

97 

看病後用藥資訊掌握 

藥袋 

用藥諮詢 

口頭(醫師、諮詢室/櫃檯、專線) 

書面(指導卡) 

98 

藥袋.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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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標示 

拿任何藥時， 

 請注意「藥袋」、「藥盒」
上應有的標示！ ！ ！ 

99 

看病後用藥資訊掌握 

藥袋 

用藥諮詢 

口頭(醫師、藥物諮詢室、領藥櫃
檯、諮詢專線) 

書面(指導卡) 

網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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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時須知 

如何正確使用藥品？ 

101 

用藥時須知-1/3 

先看清楚使用途徑 

內服 

外用 

不一定膠囊、錠劑長相就
是口服使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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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時須知-2/3 

內服 
服用方法 
整粒吞服、咬碎、含錠、加水稀釋…等 

例如 
緩釋錠：不能咬碎 

腸衣錠：不能咬碎、不能與制酸劑同時服用 

制酸錠：咬碎作用好 

發泡錠：加水泡開才能服用 

103 

用藥時須知-3/3 

外用 
使用方法 
皮膚用、直腸用、眼用、鼻用、耳用、
陰道用或是吸入用 

二種不同性質的軟膏，使用在相同
部位時的先後塗抹次序 
油性乳膏、水性乳膏  

不同部位的選擇 
髮根部、臉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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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用藥之注意事項-1/3 

外用藥物雖然不是內服，但使用不正確也會
危害健康，所以要注意用藥安全  

使用前後：清洗雙手並擦乾 

某些製劑（例如：栓劑）必須於低溫下才能
成形，有些外用藥如耳滴劑在給藥前必須等
藥品回復至室溫左右才宜使用 

105 

使用外用藥之注意事項-2/3 

有蓋子的容器，使用後需蓋緊。除非有
特別指示，所有外用藥應貯存於陰涼乾
燥處 

懸浮液劑使用前應先振搖 

看清楚藥物的使用方法  

小心閱讀藥物標籤，留意藥物劑量、性
質、功效、禁忌與副作用  

切勿使用已變色或過期的藥水。眼藥水
開瓶後一個月，藥水雖未用完，亦應丟
棄掉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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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用藥之注意事項-3/3 

使用滴眼、滴耳、滴鼻藥品時，先清
潔雙手 

不要用別人的藥，防止不當使用或病
菌傳播。病徵相似並不代表是同一種
疾病 

藥品要收藏妥當，最好放在藥箱內  

用藥後如有反應，應立刻停止用藥和
儘速就醫 

107 

正確服用藥物的時間 

飯前：吃飯前30分鐘服藥 

飯後：吃飯後30~60分鐘服藥 

睡前：就寢前服藥 

每4小時或每6小時：遵照時間服用 

空腹：飯後二小時或飯前一小時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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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服藥應如何補救  

錯過服藥時間，應儘快補服。 

若接近下一次服藥時間，不必補服。 

下一次服藥時，不要一次服兩倍量。 

 
 
 

109 

特別族群之用藥須知  

老年人、懷孕、哺乳、服用特別飲
食或對某些飲食及藥物過敏，氣喘
、肝病、腎功能異常、消化性潰瘍

、糖尿病、高血壓的病患。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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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用藥 

111 

老人用藥常見的問題 

重複給藥 

忘記吃藥 

吃錯藥 

吃錯時間 

藥品副作用發生率增加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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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老人用藥問題的原因 

同時有多種慢性病→用藥複雜 

同時服用多位醫師處方藥品 

記憶力、認知力下降 

生理機能衰退 

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 

自行購買中草藥、偏方 

113 

避免不良反應及提高療效的方法 

將自己身體狀況和目前的用藥告知醫師 

避免使用來路不明、成分不明、標示不清
的藥品 

讓藥師幫您建立完整的用藥紀錄 

留意常見的不良反應 

民眾應：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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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不良反應及提高療效的方法 

 依據病人的生理狀況及慢性病，做為選 

   藥、給劑量的依據  

 簡化用藥、清楚的標示跟指示 

 留意常見的不良反應 

 給藥時確實執行三讀五對 

三讀~1.拿出藥物時   2.給藥時    3.放回藥物時 

五對~1.病人對   2.藥物對   3.時間對   4.劑量對 

              5.途徑對 

 

 

醫療人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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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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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五步曲 

告訴醫師病情:說清楚  講明白 

到藥局領藥時:看清楚  問明白 

回到家服藥時:視線清楚  遵照醫囑 

要放置藥品時:標示清楚  儲存正確 

對藥有疑問時:有病看醫師  

               問藥找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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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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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用藥、安全有效 

正確用藥能治病、 
濫用藥物禍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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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