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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國內部分縣市禽類養殖場傳出

禽流感疫情，由於民眾可能因接觸到受感

染禽鳥的排泄物，或吸入其糞便乾掉後的

懸浮微粒而感染新型 A型流感；建議民眾

應加強個人衛生習慣，並注意食用肉品、

蛋類須煮熟；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為避免民眾把流感病毒吃下肚，

提醒民眾選購或處理禽肉及蛋類時，應注意 5大原則： 

(一) 選購合格標誌產品：不購買違法屠宰的家禽或

來路不明的禽類及其製品，應選購有「防檢局

屠宰衛生合格」標誌的禽肉。 

(二) 勤洗手：預防禽流感最有效且易行的方法就是

勤洗手，特別是處理生鮮禽肉與蛋類前後，要記得使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手；

另外，如有飼養禽鳥清洗其排泄物時，一定要戴口罩及手套，清潔完畢記得

使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淨雙手。 

(三) 生熟食分開處理，器具要清洗乾淨：為了避免交叉污

染，生食與熟食要分開貯存，處理生食與熟食應使用不

同的刀具、砧板與器具，並且要充分清洗乾淨後再使

用，避免交叉污染。 

(四) 禽肉應完全煮熟才食用：民眾烹調禽肉時，內部溫度需

要達到 70℃持續 30分鐘，或者達到 80℃持續 1分鐘，烹煮至完全熟透，食

用「完全煮熟」的禽肉及蛋類，不會有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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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處理蛋類時應先清洗蛋殼：目前市售的雞蛋可分為散裝蛋與洗選包裝盒蛋兩

種，消費者應選購蛋籃有張貼「雞蛋溯源標籤」的散裝蛋品或具 CAS 等產

銷履歷標章的洗選包裝盒蛋；另外，由於蛋殼可能會受到禽類糞便的污染，

因此要先清洗蛋殼後再烹煮，並避免食用生蛋和半熟的蛋。 

    食藥署呼籲，落實上述預防 5原則，做

好個人衛生，避免接觸禽鳥或自行宰殺禽鳥

食用及不購買與食用來源不明之肉品，才能

食得健康與安心。 

二、 買醫療器材要認「證」 

現在網路購物快又方便，許多消費者習慣從國外網站訂購商品

郵寄至臺灣，但若民眾私自從國外網站訂購醫療器材輸入國內，恐

將涉及違反藥事法規定。食藥署呼籲，民眾及醫療院所，購買醫療

器材產品時，要認明包裝上是否有「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例如：

衛部（署）醫器輸、衛部（署）醫器製等字樣，才是經食藥署核准

的合法醫療器材喔！ 

依藥事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製造、輸入醫療器材，

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並繳納費用，經核准

發給醫療器材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如未經核准

擅自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依同法第 84條第 1項規定，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下罰金。 

另外，明知為前項之醫療器材而販賣、供應、運送、

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亦依前項規定處

罰。食藥署提醒，民眾千萬不要私自從國外網路購買醫療器材轉賣，以身試法。 

歡迎民眾到食藥署網站查詢（連結：食

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 http://www.fda.gov.tw 

>藥品或醫療器材>資料查詢>藥物許可證資

料庫>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 

若您發現不法商品，請檢具相關證據向所在地衛生局檢舉；發現不良品或使

用時發生不良反應時，請立即向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

（http://qms.fda.gov.tw/tcbw/）或不良反應通報專線：02-23960100通報。 

圖：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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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止類鴉片製劑濫用有新招！ 

當人體出現疼痛症狀時，可藉由使用第一、

二級管制藥品來減輕，但不可輕忽，第一、二級管

制藥品具成癮性，還有被濫用的風險！以類鴉片處

方藥品為例，常藉由粉碎、加熱，以乙醇、水或其

他物質抽提後，用鼻吸入或注射使用，各國類鴉片

製劑製造廠均致力於研發各種防止濫用的技術。 

目前臺灣已引進的防止藥物濫用製劑，例如 Hydromorphone（二氫嗎啡酮）

製劑，是以滲透性幫浦（推－拉的方式）雙層錠劑方式，以控制吞服後水分吸收

進入錠劑，藥品再由孔洞釋出的速度。由於此雙層錠設計，不容易被粉粹或萃取

出藥品成分，可達防止濫用目的。 

另外，Oxycodone（羥二氫可待因酮（羥可酮））亦有以緩釋劑型方式，因

配方含有非活性物質，使得藥錠不易磨碎，如果把此藥劑投入水中，會逐漸形成

具有黏性的水凝膠，無法注射使用，較不易遭到不當使用或濫用。 

近期國內也將引進另一個產品，是將

Oxycodone（羥二氫可待因酮（羥可酮））加

上 Naloxone（納洛酮），與單方 Oxycodone

相較，加入的 Naloxone 為嗎啡受體拮抗劑，可降低 Oxycodone 之副作用（如便

秘等）。此產品如被磨碎，以鼻吸入或注射方式濫用時，所含之 Naloxone會降低

Oxycodone所引起之欣快感，具有防止濫用的效果。食藥署將持續引進新製藥技

術之第一、二級管制藥品，提供醫療院所更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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