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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教育經驗分享

　　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接受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委託，於社區建立反毒教育網絡從

事反毒教育工作，103年邀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亞東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柳營奇美醫

院與社區結盟響應參與反毒教育與宣導。其教育

宣導場所涵蓋有：校園、醫院、社區健康中心、

醫事人員團體、基金會、松年大學、廟宇、社區

照顧協會、觀護所、監獄、同志服務中心、海

水浴場、特種場域、衛生局及樂齡中心等。經立

意取樣888人，評量教學前後認知和效能有顯著

差異，表示這些教學都有其效果，詳見表一及表

二。

　　為傳承教育宣導經驗，將講師們寶貴的教

學經驗記錄下來，並公布於「正確用藥互動數

位資訊學習網」(http://doh.gov.whatis.com.

tw/)，本文將上述案例重點彙整，供今後相關反

毒衛教之參考，整理如下：

一、引起動機最重要

　　反毒議題是老課題，未使用毒品者認為與自

己無關，曾使用毒品者認為自己是老手不需要

聽，所以無論是校園或社區，如何引起學習者的

興趣及動機最重要。採用遊戲或活動方式讓學員

體驗並感受自己的認知未必正確，之後較會靜下

心來聽講。例如：請學員快速旋轉後走直線，請

體驗者和觀察者了解原本簡單的動作，若不正

確或不正當使用管制藥品就像此例，旋轉時固

然”high”，之後可能「害」己也害周圍的人。

二、多元的教學方法

　　為達成教學效果評量有其一致性，發展公版

開南大學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紀雪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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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如：PowerPoint)，並公布於「正確用藥互

動數位資訊學習網」http://doh.gov.whatis.

com.tw/)，方便講師了解正確內容，再依地域、

文化、語言特色去轉化使用。例如：時間很短不

必像趕課一樣急著把反毒四行動上完，可先了解

該對象之前的上課或聽演講經驗，擇要宣講，以

Q&A或選擇微電影比賽得獎作品穿插。而公版教

材所舉的時事例子並非持續沿用，可重新抓取最

近輿論關切，或貼近學習者生活之案例，較吸引

學習者聆聽學習。

三、特種場域對象之宣導用語應謹慎

　　國範文教基金會設立的「反毒教育資源中

心」培育多名講師，若到特種場域宣講可先洽這

些中心主辦人，亦或是曾赴八大行業宣講的藥師

請益赴該特殊場域宣講應注意事項及經驗的分享

與傳承，例如：八大行業和同志團體時間掌握和

語言辭令就很重要，不能有令人不適的言行舉

止(平時開玩笑之語可能不適合這場域，需再檢

視)。

四、以顧客為中心的宣講安排

　　由於宣講對象複雜且差異性大，故藉由搭配

警察臨檢，並依對象需求規劃設計衛教宣導，方

可事半功倍，例如：聲色場所可搭配AIDS宣導，

三溫暖採一對一聊天，夜店視當時環境，以聊天

或搭配筆電、平板電腦等工具協助。

表一、反轉毒害四行動認知分析

變項 前測 後測 p value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行動一、珍愛生命 0.94 0.17 0.96 0.16 0.002

行動二、防毒拒毒 0.62 0.49 0.79 0.41 <0.001

行動三、知毒反毒 0.76 0.23 0.80 0.22 <0.001

行動四、關懷他人 0.90 0.22 0.94 0.18 <0.001

反轉毒害四行動認知總平均(N=888) 0.84 0.18 0.88 0.16 <0.001

註：1.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2.反轉毒害四行動認知總平均分數為加總得分除以題數，得分範圍0~1分，得分越高代表對反轉毒害四行
動認知越高。

表二、反轉毒害四行動效能分析

變項 前測 後測 p value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行動一、珍愛生命 3.83 1.13 4.07 1.11 <0.001

行動二、防毒拒毒 4.24 1.07 4.28 1.08 0.133

行動三、知毒反毒 4.36 1.11 4.35 1.10 0.764

行動四、關懷他人 4.06 1.15 4.17 1.12 <0.001

反轉毒害四行動效能總平均(N=888) 4.11 1.01 4.22 1.03 <0.001

註：1.本表不含未填答者。
2.反轉毒害四行動效能總平均分數為加總得分除以題數，得分範圍1~5分，得分越高代表對反轉毒害四行
動效能越高。

　　宣講對象曾使用過毒品者，其使用的原因和

地點和過去的研究類似，使用原因以好奇占最

多，其次為無聊；第一次使用非法藥物主要來自

同儕，其次為來自同儕的朋友；第一次使用非法

藥物的地點以朋友家占最多，其次為家中。這些

資訊供大家在準備預防性衛教時能更精準規劃交

朋友的技巧和生活規劃的指導，而不是只介紹毒

品的種類和害處。而對家人的角色和關懷也很重

要，所以也呼應近年反轉毒害教育宣導的四項重

點：珍愛生命(含交友技巧)、知毒反毒、防毒拒

毒、關懷協助。詳細內容可參考「正確用藥互

動數位資訊學習網」(http://doh.gov.whatis.

com.tw/)的反毒資源訊息。

　　此外，我國近年反毒教育較強調宣導活動，

從中央至地方雖然朝多元、創意著手，各部會及

縣市政府拍有多部影片，舉辦各種達人活動及宣

導，舉辦的場次和參加人次亦逐年攀升，但反毒

教育不等於宣導，宣導著重倡議重視事件的嚴重

性、重要性和認知，要真正杜絕毒品，減少危

害，尚需營造支持的環境和生活技能教學的落

實，除了孩子要學習健康的生活技能外，家長也

需學會親子相處的生活技能。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3

2015.7                       管制藥品簡訊  第六十四期

管
制
藥
品
簡
訊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張鳳琴副教授

　　依據法務部統計顯示，近年查獲非法藥物數

量以愷他命最多，且查獲量呈逐年增長的趨勢。

103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發現，台灣

12~64歲族群中，約23萬人曾施用非法藥物，濫

用最多前3名為安非他命、愷他命及大麻。另，

教育部通報資料顯示學生使用非法藥物情形，主

要多為濫用三級毒品，其使用往往伴隨暴力與危

險性行為等問題，也使藥物濫用危害與愛滋病盛

行問題更加惡化，導致更多罹病率與死亡率。

　　我國積極推動反毒宣導，101年起推動「紫

錐花運動」，延續春暉反毒工作，以校園推動紫

錐花運動為起點，規劃多元且具創意之宣導活

動，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進而帶動引領時代

的反毒風潮，創造反毒文化意象。縣市政府及學

校利用各種場域舉辦多元反毒宣導活動及競賽活

動，如結合「友善校園」宣導活動，推動「反

毒、反黑、反霸凌」活動，辦理「反毒健康小學

堂」有獎徵答活動，提升學生參與率。此外，

校園也結合社區、民間團體及企業資源等，辦理

反毒宣導活動。學校針對高關懷學生邀請更生人

現身說法經驗分享、成立諮詢服務團輔導個案戒

癮，利用才藝、社團展能，提供高關懷學生多元

技能訓練，讓學生杜絕毒品的誘惑。

　　目前國內外有關藥物濫用的預防模式，包括

社會發展、生態學、心理社會、同儕資源、社會

脈絡及發展資產模式等。以社會生態學模式為例

的用藥行為研究，多強調物質濫用預防策略應透

過個人、家庭、社區等層面共同介入，增強青少

年發展的保護因子與降低危險因子，包括結合學

校與社區媒體等資源來增進民眾認知，增強社區

的準備度、增加家長的督導及參與、增進與學校

連結及對社區正向觀感及降低入門物質的使用

等。另，國外成癮物質防制宣導在訊息設計上多

強調不使用成癮物質社會規範，增進民眾反對使

用成癮物質態度、信念，強化戒治效能及降低戒

治服務的障礙等。國外部分反毒宣導也分別針對

家長與青少年設計，除增強其反毒知能與態度

外，也期望透過青少年與朋友及親人的討論，強

化其反毒信念、態度，及不使用行為。

　　我國反毒宣導工作強調點線面之結合，藉紫

錐花反毒宣導由校園擴展至社會，每年舉辦全國

大型動態反毒活動，縣市一起響應推動，辦理各

種反毒競賽活動，由學生喜愛之名人代言和製作

各式反毒媒體宣導物。此外，反毒教育應從小扎

根，從家庭、國小至大學不斷的強化青少年反毒

技能，推動家庭教育及強化家庭功能，落實各級

學校藥物教育，包括菸、酒、檳榔及非法藥物等

預防教育，並建置反毒諮詢平台供學校、家庭及

社區利用，共同組成反毒策略聯盟，齊力推動反

毒工作。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校園反毒宣導活動介紹

笑將說學逗唱表演藝術團 郭素珍團長

笑將說學逗唱表演藝術團反毒宣導心得

　　笑將說學逗唱表演藝術團自87年成立以來便

一直積極的投入於反毒教育宣導工作，至今已進

入第十七個年頭。累積了上千場各式大小的反毒

宣導表演經驗，反毒足跡遍布全省各鄉鎮地區以

及金馬澎湖等外島地區，宣導活動也深入各級校

園、監所、企業公司行號及社區等，以相聲、兒

童劇、魔術及融合各種傳統藝術的豐富演出方式

結合反毒宣導，採用互動劇與民眾呼應，獨特新

焦點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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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的方式為反毒活動注入一股全新不同的力量。

在此分享歷年的反毒宣導經驗供往後與政府相關

單位配合反毒宣導活動之參考。

　　根據我們長期的宣導經驗及評估現今社會狀

態，我們發現青少年是反毒宣導的關鍵年齡層，

青少年朋友血氣方剛，追求新潮流行，而且喜歡

從事群體活動，容易有同儕間的影響力，加上現

在網路發達易於取得各式資訊，許多新穎的事物

甚至毒品都很容易在青少年朋友間流傳開來，稍

有不慎就可能誤觸毒品或不良藥物而導致身體的

傷害甚至造成許多社會問題。因此，應積極落實

校園反毒教育，讓這些還未接觸毒品卻在未來有

可能接觸到毒品的族群建立起反毒的觀念，針對

全省各地青少年接觸毒品人口的增減來調整宣導

的重點地區，將資源做有效的運用並發揮最大的

效益。

　　此外，一直以來反毒宣導教育總是給人生硬

刻板的印象，不是一堆數據的統計就是些教條的

傳達，這樣的宣導方式雖仍有其一定的效果存

在，長期下來卻可能讓宣導對象覺得無趣甚至排

斥，因此我們也一直在想著如何和宣導對象站在

同一個立場，以同理心來評估什麼樣的宣導內容

是讓人覺得新穎且易於接受的。於是笑將說學逗

唱表演藝術團將反毒宣導與本身的表演專業相結

合，以輕鬆活潑的表演方式為主軸，將許多宣導

內容融入於表演中，並以年輕人的角度、想法、

語言來和年輕朋友們溝通及分享，用朋友的立場

來做交流，以達潛移默化的效果，而這樣的方式

也得到各界許多的認同與支持。爾後我們也應和

政府單位隨時在內容上做討論及修正，以針對時

下年輕族群給予最適宜的宣導重點。

　　反毒宣導是一個永續的工作，以政府大方向

為主，民間團體的多樣宣導方式為輔，相信在兩

者相互配合下必能落實我們的目標，降低毒品氾

濫及毒品對社會所造成的各種傷害。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我和太太曾吸食1、2級毒品長達14年，回想

過去吸毒歲月，苦不堪言，即使有心要戒毒，因

為毒癮作祟又開始吸毒，92年10月與太太先後自

願進入花蓮主愛之家接受福音戒毒。太太是在主

愛之家附設女子輔導所，而我在男子輔導中心，

輔導內容主要是教導職場技能、提供職場觀摩及

學習機制，習得一技之長，將來能回歸社會正常

工作。初期來到機構戒毒對我是一大挑戰，自由

習慣的我很不容易改變生活習性，而團體生活影

響我不得不改變舊有習性，配合與大家一樣過有

秩序的團體生活，舉凡日常生活各項活動、教會

聚會及運動等都是團體共同活動，這對我來說是

生命中第一步的改變。記得有一次我違反機構的

規定，吃了許多的安眠藥而造成行為脫序，心想

會被責備及嚴厲處分，然而，鮑牧師詢問原因

後，聽了我的謊言，就跪在上帝面前為我禱告流

淚，我的心融化了，從沒有人用這樣的方式對待

我，我立定心志要脫離藥毒，決定全力配合機構

的規定及活動。平時在機構內接受藥酒癮戒治相

關輔導課程，實際跟隨牧師、師母及同仁們進入

監獄、看所守及學校等觀摩福音反毒活動並協助

宣講，逐漸脫離毒品的牽制。

　　93年，參加勞委會多元開發方案職訓，順利

考上中餐丙級證照，這是我們37年來第一張證

照，有著莫大的鼓勵及成就感，且每個月領有補

助固定薪資，對於經濟上是相當大的幫助。隔年

起每年參與更生保護會志工培訓課程，加入終生

學習至今，在牧師及師母的鼓勵下，我們夫妻兩

人都完成了高中學業，有能力自給自足，把7歲

的兒子從台北接來花蓮就讀小學，全家都是學

生，一起討論功課，共同參與教會活動，接受真

理教導，與太太一同上和諧婚姻成長課程，學習

如何做個稱職的配偶，使我們開始有新的家庭生

活。而太太也成為女子輔導所的生活輔導員，時

「要脫離毒品 就要與毒為敵」-案例分享
主愛之家  吳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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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跟隨機構加入反毒尖兵行列，到各監所、學校

等地參於反毒宣導活動，結合政府資源，幫助失

業的更生人，安排臨時工、專長訓練及媒介長期

的穩定工作。這些培訓使我成為一位與毒為敵的

人，不再是與毒為友，幫助我建立自信心，清楚

明白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路。

　　未來我們也將繼續幫助吸毒者提供戒毒服

務，期許被毒品控制的人都能有好的機會獲得自

由，並持續共同投入反毒宣導，期望能幫助更多

人，在踏入吸毒這條路之前拉他們一把，重回人

生正途，透過本身的戒毒經驗與人分享，給藥癮

者一個希望，戒毒成功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業務交流

食品藥物管理署 管制藥品組 陳世芹

從藥物濫用趨勢論未來防制宣導走向

　　藥物濫用是長期以來存在的議題，但隨著時

代變遷，濫用族群、濫用方式、濫用藥物種類等

亦不斷的演變，各國防制措施的腳步也持續調

整，發展因時制宜的宣導模式。例如：美國國家

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於2014年發表將支持並贊助11篇探討「社

群媒體」提升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助益性之研究，

主要考量臉書、推特等社群網絡媒體近年來於年

輕世代流行，亦提供了強大之公共意見交流平

台，若善加利用，對於推廣相關資訊及加強濫用

藥物監測、防制，能有很大的幫助。而依據國內

研究報告顯示，68%的國人及76%的家戶有上網

習慣或上網設備，青少年下課的娛樂由上網、打

電動，取代了戶外運動，此情況雖有憂心之處，

但若能反之善加利用網路資源，強化反毒宣導，

相信亦能對於青少年身心健康發揮重要的影響

力。

　　有鑑於此，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

署)近年來亦積極強化新興媒體力量，除針對正

確使用安眠藥議題，經營「睡睡平安」臉書粉絲

團，並經由多方管道共同並進，製作反毒網路遊

戲、懶人包、詼諧網路宣導影片等方式，加強

年輕族群接觸並瞭解藥物濫用防制議題。104年

「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Facebook粉絲專頁創作

比賽，將反毒知毒新知藉由新興媒體網絡傳播於

年輕族群。未來將依據國內外研究成果，瞭解藉

由社群媒體之最適當宣導模式、危險因子等，以

期有效將正確藥物濫用防制觀念於年輕族群廣為

擴散。

　　近年來首重議題為愷他命、大麻、類大麻活

性物質及合成卡西酮(如Mephedrone、MDPV)等

「新興濫用藥物」，其危害及濫用率日益嚴峻，

而其中愷他命濫用趨勢尤為嚴重，依據食藥署彙

整司法檢調機關之緝獲毒品資料統計，愷他命自

95年至103年止已連續9年排名第一位，故該署調

查彙整最新藥物濫用資訊，據以擬定宣導方向，

積極以「拉K一時 尿布一世」等口號，強化民眾

對於愷他命危害之認知及如何拒絕新興濫用藥

物。依據103年全國物質濫用調查顯示，民眾取

得濫用藥物來源主要集中在夜店KTV等場所，約

占44.4%，因此，強化宣導毒品偽裝樣態，將毒

咖啡包、毒花草包、毒果凍等偽裝樣態資訊，

宣導周知民眾，並叮嚀高風險場所之自我保護原

則，期望在多方管道並行之下，有效傳達拒毒知

能，並提升民眾對於高風險場所之警覺性。

　　另外，「擴增社區能量」亦是反毒宣導積極

發展之方向，104年食藥署於全國北、中、南、

東擴增8家反毒教育資源中心，建立社區反毒關

懷發展據點，辦理各式宣導活動、製作教材，

並與在地政府機構及民間機關結盟，拓展社區

之反毒意識；另考量若僅憑單一部會之力，難

善其功，故結合各部會及民間人力共同投入反毒

行列，亦是重要宣導走向，該署自101年起結合

法務部、教育部資源，共同辦理系列防制宣導

活動，104年亦接續在過去兩年培育的「無毒有

我，有我無毒」人才基礎下，辦理全國師資進階

培訓課程，期望藉由在地反毒宣導團隊的建立，

將反毒觀念及拒毒資訊由在地反毒師資帶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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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區藥物濫用之防制
-2014 美國白宮國家藥物控制策略

　 　 美 國 中 學 生 學 校 藥 物 濫 用 調 查 （ T h e 

Monitoring the Future Study, MTF）指出，藥物濫用

防制所帶來的成本效益遠勝於事後的戒癮治療，

而濫用防制的介入族群，則以青少年族群最有成

效。美國聯邦政府引用該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之

結果，於2014年7月提出「國家藥物控制策略」

（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針對該國的藥

物濫用防制政策提出一個具實證基礎的規劃，盼

能降低非法藥物的初次使用，落實藥物防制政策

「預防勝於治療」的主要核心概念。該策略主要

規劃以下四個不同層級進行藥物濫用防制：

一、國家藥物濫用防制體系應生根於全國大

小社區

　　持續監測美國大小社區藥物濫用之現況，擬

定相對應之政策，延緩藥物濫用族群之擴張。

二、藥物濫用的防制宣導需廣布於青少年的

成長環境

　　對學生易身處之環境、易接觸之人群進行相

關知識的宣導，建立安全健康之環境，提升學生

自我保護之能力，期盼能給予青少年族群正向之

影響，避免非法藥物的初次使用。

三、青少年菸酒與藥物使用的研究發展以及

成果傳播

　　持續進行菸酒與藥物使用之研究，深入探索

青少年物質使用之動機與行為，並加以出版，期

許做為未來藥物濫用防制政策之擬定與介入的參

考。

四、刑事司法機構和濫用防制單位務必建立

合作關係

　　透過執法單位及防制單位之合作，使與非法

藥物有關之法令得以宣導，以達警示以及預防之

效。

　　美國政府的主要藥物政策目標是在藥物濫用

開始前先做防制，並針對高風險族群特別是青少

年做介入，強調政府與社區結盟、支持無毒社區

計畫並執行全面性的反毒策略，以提高社區反毒

意識減少毒品危害。而預防的工作重點亦納入父

母親對藥物濫用的意識和活動參與，且必須具備

充分訊息及技能針對青少年做有效溝通，教育如

何拒絕使用毒品，並強化社會規範來對抗毒品使

用。上述執行策略可作為我國防治工作參考之依

據。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國際新聞
與

醫藥新知

社區蔓延，嚴防毒品的入侵。

　　 「分眾」宣導亦是目前藥物濫用防制執行的

重要宣導模式，針對不同的對象、受眾及高風險

族群，分別規劃並制定特定教材及模式，據以個

別加強其宣導力道。例如NIDA有感家長於孩子

成長過程的重要性，特編撰多本以家長為受眾之

藥物濫用防制教材，內容包含溝通協商技巧、正

向鼓勵、有效督促等，以增進親子間溝通效能。

目前國內亦將「家長」納為重要宣導受眾，增進

家長對於藥物濫用防制認知。

　　新興毒品氾濫及崛起步調快速，因此，隨之

調整反毒宣導模式，是政府部門的一大挑戰及使

命，也期望在各界齊心努力之下，藉由社區、學

校、多元媒體、文宣、師資培訓等多管齊下的防

制模式，將反毒觀念從下扎根，在全民重視下不

斷茁壯，進而收成於未來健康家園！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食品藥物管理署 管制藥品組 張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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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興毒品Flakka

　　新型合成毒品alpha-pyrrolidinopentiophenone 

(alpha-PVP)俗稱Flakka(夫拉卡)近期大量湧入佛羅

里達州的非法毒品市場，可透過電子郵件訂購小

份量包裝且價錢低廉，大約5美元可購買一劑，

幾乎輕而易舉就可以獲得。最初，被稱為浴鹽的

產品在加油站就能買到，然而某些化學物質在歐

洲和美國被禁止之後，不肖製造業者調整了分子

式，製出了Flakka，而且更具危險性。

　　Flakka命名並無確切來源，有人認為它來自

西班牙語，意思是骨瘦如柴，依據美國NIDA指

出其主要成分為α-PVP化合物，可導致稱為”

興奮瞻妄”情況，包含極端刺激、妄想、幻覺，

可導致暴力的侵略行為及自我傷害，此藥物和自

殺及心臟病發作死亡有相關聯，它也可能引起體

溫升高的危險性，並導致腎臟損害及腎衰竭。有

學者將Flakka描述為「第二代浴鹽」，指其為類

苯丙胺興奮劑配方的新版本，該毒品通過阻斷傳

遞神經元的再吸收功能，讓多巴胺和血清素大量

釋放並充斥大腦，因此人們對自己的想法無法控

制，而產生認知功能損害。

　　Flakka以不同顏色的晶體形式存在，可食

用、吸入、注射或使其蒸發在電子香煙或類似的

設備，蒸發可使藥物迅速進入血流，可能使其特

別容易過量。而製造商正在不斷改變藥物的化學

成分，並經常與其它物質如可卡因或海洛因混

合，在使用短短的三天，一個人的行為可以發生

驚人的變化，許多吸毒者服用過後產生情緒亢奮

及幻覺等症狀，認為他們正在被追逐，做出非常

瘋狂的事情甚至襲擊警察，最終被擊斃。   

　　現今新興濫用藥物型態多樣、不斷推陳出

新，並藉由改變名稱及外觀以吸引人們施用，濫

用多種成分物質加上藥物交替作用下，嚴重者恐

導致生命危害。因此不論毒品取得容易與否，皆

應該拒絕碰觸，多一分警覺才能少一分傷害。

參考文獻：

限於篇幅，若需參考文獻詳細內容請與作者聯

繫。

食品藥物管理署 風險管理組 張宛瑜

國內外藥物濫用防制菁英會

　　近年由於藥物（物質）濫用問題日趨嚴竣，

對其濫用防制之議題已逐漸受到重視及關注。

國際間為強化藥物濫用防制體系，如美國訂有

「處方藥監測計畫(Prescription Drug Monitoring 

Programs, PDMP)」，以減少或降低處方藥濫用及

處方偽造販賣等流向不明狀況之發生。

　　鑑於我國管制藥品管理暨藥物濫用防制體系

已推行多年，為精進其管理及法規制度之周延

性，亦期能符合國際潮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預定於104年9月1-2日舉行「2015藥物濫用

防制暨管制藥品處方監測國際研討會」，期與國

內、外相關專家學者進行分享、交流。

　　研討會首日將由聯合國、歐盟、美國及澳洲

等地區專家，分享國際間對於藥物濫用防制策

略、現況及成效，其次由國內專家從公共衛生、

藥物濫用預防、成癮戒治及法醫科學等多面向，

探討臺灣藥物濫用防制策略、現況及成效。翌日

議程將從政府、學者及臨床之觀點，探討處方藥

使用現況及濫用防制策略。本次研討會為難得之

年度盛會，與會者可藉此吸收國際經驗並進行深

度交流與對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誠

摯地邀請您共襄盛舉，踴躍參與。有關研討會相

關事宜之聯繫窗口、報名、議程等資訊，請洽活

動網站（http://www.isspda.org/）。

活動預告

食品藥物管理署 管制藥品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