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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飲食精緻化，營養補充品的種類越來

越多，有些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或家屬誤以為，

飲用營養補充品可改善血糖控制；營養門診也

常見糖尿病患或家屬有錯誤觀念，以為營養師

要求飲食限制，可能會導致營養不良，因而自

行購買營養補充品來飲用。針對市售種類眾多

的糖尿病人適用的營養品，大林慈濟醫院營養

師黃靖琇彙整出以下四要點。 

1. 營養品不可無限暢飲：液體營養品飲用方便，頗受民眾喜愛，但部分產品設

計為了不讓血糖上升，油脂比例偏高，如果病人已經高血脂、體重過重，應

避免過量飲用。 

2. 應視疾病調整選擇產品：有些糖尿病患合併腎病變，部分糖尿病專用營養品

一天 2罐，可能就接近一天的蛋白質建議量。家屬或病友一定要與營養師諮

詢討論，確認病人本身是否罹患心血管疾病、肝腎異常等疾病，或癌症治療

等狀況，再依疾病或治療狀態，調整與飲食搭配的營養補充品，同時考量身

體代謝負擔或其他疾病控制。 

3. 學會飲食代換：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建議，國人每天應該攝取 1.5-4

碗飯、豆魚肉蛋 3-8份、油脂 3-7茶匙（約 1-2湯匙）。將市售常見產品做成

代換表，以一碗飯含醣量（碳水化合物）60公克、一份豆魚肉蛋 7公克（已

減醣類蛋白質量）、一湯匙油脂 5公克為單位（成人一天建議油脂攝取量 2-3

湯匙），可供讀者做為代換參考，搭配飲食計畫應用。要注意的是，血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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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 QR Code

條碼 

條碼揭露資訊 

制並非排除甜口味的營養品，有些產品添加代糖，仍能讓病友享受甜味，學

會飲食代換，就可適度享受美食，達到調控血糖的目標。 

4. 食用前與營養師討論：業者研發每一種

營養產品，大多是為了某些族群的特定

需求，但就算是通過衛福部認證，糖尿

病友使用前仍應先與營養師諮詢討論，了解個人狀態，並搭配每日飲食計畫

的代換與補充考量，才能保持血糖恆定與健康。 

二、 進口食品 QR Code 掃描資訊全登錄 

市售各種智慧型手機不斷推陳出新，民眾只要打開手機掃瞄條碼，就能獲取

許多資訊。為了強化輸入食品標示透明，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起推動「QR Code條碼」，消費者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其他行

動裝置掃描，即可得知所購買的進口食品之相關查驗資訊。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食安法）第 30 條規定，輸入食品應向

食藥署申請查驗，經查驗符合規定者，取得輸入許可通知的產品，始可輸入國內

販售。經查驗符合規定之所有食品（生鮮冷藏活水產品以外），食藥署將核發「QR 

Code 條碼」並將該條碼同時增列於「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許

可通知」，進口商可於食藥署網站下載產品或直接翻印輸入許

可通知之「QR Code 條碼」，將該條碼加貼於產品外包裝等方

式作為標示；消費者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或

其他行動裝置掃描，即可得知所購買的進

口食品之相關查驗資訊，例如：貨品名稱、

國內負責廠商、進口日期、產地及許可日

期等，以追溯產品來源。 

    食藥署提醒，民眾選購商品時，應留意產

品來源，避免選擇中文標示不清或來源不明的

產品，進口食品 QR Code協助消費者得知產品

進口報驗相關資訊，徹底落實從產地到消費者全面透明化。消費者選購食品前，

只要拿出手機掃描條碼，即可買得放心，吃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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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制藥品不是毒！治療吃免驚 

    現代人生活繁忙，許多民眾因為工作壓力

大而失眠，隔天精神不佳無法專心上班，35歲

的小張因此找醫師幫忙，希望能好好睡一覺。

他配合接受心理治療舒壓，也服用醫師開立的

安眠藥，但是一看到其中的成分「Zolpidem」

屬於「管制藥品」，上網搜尋後赫然發現此成

分是四級毒品，開始擔心萬一吃了傷身怎麼

辦？管制藥品是不是毒品、其成分是否有害？ 

  因癌症、開刀使用的止痛藥或失眠、鎮靜所使用的安眠藥等，有些藥品是屬

於合法的管制藥品，雖具有成癮性，但主要是為了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在適量

的劑量管制及正確的臨床用藥指引下使用，並不會危害用藥者健康及產生危險。

因此，這些含有醫療用途的管制藥品，藉由適當的流向、處方管理，可確保藥品

不致濫用或流為非法毒品，保障病患用藥安全。 

    藥品能治病但也有副作用，如果控制不當，就容易產生身體耐受性，讓使用

者需要更大劑量才能達到藥效，隨著使用劑量的增加，極易因「濫用」而造成「依

賴」，不但影響日常生活，更可能危害社會。 

    食藥署提醒，民眾服用藥品須小心，非

由醫師診斷、開立或使用來路不明的管制藥

品，其成分及劑量未有適當的控管，擅自施用不但無法達成醫療目的，還可能成

癮或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萬一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更划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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