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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一、 痠痛貼布 『痛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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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知 

 您曾有疼痛難耐的經驗嗎？不論是急性或

慢性疼痛，根據統計，超過 95%的民眾，每年

會有肌肉骨骼痠痛的經驗，其中慢性疼痛會隨

著社會發展與年齡老化而增加，約有 60% 到

70%的人，一生中會經歷慢性疼痛，而多重慢性疾

病、焦慮、女性、就診意識不強者，更是好發族群。有些人會自行使用貼布疼痛

藥膏、噴霧劑來緩解不適感，但卻不一定安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

署）特別邀請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主任塗雅雯，為大家詳細解說。 

造成疼痛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見的就是神經骨骼

肌肉發炎，發炎的過程，臨床上常見紅、腫、熱、痛等

反應；沒有運動、長時間過度使用、肌肉疲勞、姿勢不

正確、神經壓迫…都容易造成肌肉關節疼痛的症狀。而

另一種交感神經障礙或是中樞過敏化（如：肢體損傷

後，長時間或反覆的有害刺激造成中樞神經過度敏感，

即使輕微刺激，也會產生過度的反應，覺得疼痛或難過）

也是慢性疼痛的原因之一。對於不同的原因引發的疼

痛，治療方式和使用藥物都不一樣，當您想解除疼痛，

或自行去藥房買止痛藥物前，最好先了解造成痠痛的原因！ 

市售的疼痛貼布種類繁多，成分大致上可以分為：含有消炎止痛成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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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與關懷」對抗糖衣毒品 

 

 

 

 

三、 知 

Diclofenac 或 Indomethacin）；含有辣椒膏成分（Capsaicin ）可達到使神經元脫敏

感，而減少痛覺的效果；還有只含甲基水楊酸、薄荷等成分，提供短暫清涼的效

果，助於暫時讓疼痛減輕。 

如果確定有發炎反應，建議選購含有消炎止痛成分的貼布，成分經皮膚吸收

後穿透皮下組織達到發炎部位，有效抑制發炎達到治療效果，好處是造成腸胃不

適、水腫等副作用較低，重點是受傷發炎部位的確認與深度的限制。要提醒的是，

使用貼布容易發生下列副作用，包括皮膚局部瘙癢、過敏、紅腫，甚至潰爛。以

下「用對痠痛貼布五撇步」，提供民眾參考： 

（一）確定疼痛來源與病因，不同成分的貼布有不同的效果，對於太深的部位通

常治療效果有限。 

（二）使用貼布治療超過一星期仍然沒有效果，就應該找醫師診治。 

（三）貼布雖然副作用低，仍然有使用量的限制，儘量避免大面積或多塊同時使

用，以免造成肝腎的負擔與腸胃症狀。 

（四）同一片貼布最佳約 3到 4小時，不宜貼超過 6小時，以免造成皮膚過敏等

症狀。 

（五）若有開放性傷口也不建議使用，以免細菌感染或產生蜂窩性組織炎。 

此外，沒有運動、長時間過度使用、姿勢不正確、神經壓迫等因素，也很容

易造成肌肉關節疼痛，此時使用貼布改善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清楚認識疼痛原因

後，就不易再有「痛哪裡、貼哪裡」的迷思了。 

 
 

「你和父母吵架心情不好嗎？請你吃一顆軟糖吧」，聽到這句話時千萬要當

心，這種關心的方式，很可能讓您無意中接觸毒品而上癮！有些年輕學生以為，

這是朋友之間一種關心的方式，卻不曉得一顆包藏毒品的糖果，很可能就會利用

人性弱點，偽裝在同儕的關懷行為中，讓人不自覺地掉入毒品陷阱。 

雖然誤食毒品不一定會立即成癮，但重點在於，會讓人誤食毒品的原因為何？

萬一不慎吞服該怎麼辦？現今世代毒品氾濫，混毒死亡案例層出不窮，再加上新

興毒品的偽裝術，稍一不慎就很容易接觸毒品而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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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吸毒者害怕被親友知道，因而開始一連串的欺矇、拐騙等脫序行為，使

得親友們身心連帶受到折磨，痛苦萬分。食藥署建議，當您發現身邊的親友可能

有用毒傾向時，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發覺:  

（一）情緒方面：沮喪、好辯、躁動不安。 

   例如: 性格改變-原本沉默個性，變的興奮話多；性格

變得比較煩躁、焦慮、易怒、暴躁、衝動；甚至情緒

起伏大（莫名的不開心，又突然變得很快樂）；與親人

溝通減少、親情淡薄。 

（二） 身體方面：食慾不振、目光呆滯、步履不穩。 

例如:食慾不振或暴食；體重異常減輕；生活規律突然

改變（如:連續幾天不睡覺、常昏睡、難叫醒、日夜顛

倒、紅眼睛）；頻尿或解尿時會痛；未感冒，但常流鼻

水或吸鼻水的行為。近期曾有脈搏較快（150/分），呼吸略快（20/分），併

有瞳孔擴大之表徵而昏迷送醫。 

（三） 感觀表達方面：視幻、幻覺（如感覺皮膚下有異物等）、聽幻、無方向感、

精神恍惚、眼神渙散、注意力不集中、說話不清。 

（四） 社會適應方面：多疑、誇大、好鬥、無理性行為、缺乏動機。 

例如: 被害或猜忌妄想；對原本熱愛的事物失去興趣；房間、衣物、書包或

身上出現燒塑膠的怪味；異常金錢花費大、偷竊或借錢；經常夜歸，與特

定朋友出門，行蹤神祕；錯過重要約會或者工作中常出問題。 

    一旦發現身旁親友出現上述徵兆時，先不要急於證實，甚至逼迫就醫檢驗等，

最好先冷靜下來，適時提供諮詢或解決的管道，或撥打 24 小時免費諮詢專線

0800-770-885（0800-請請您-幫幫我），尋求更多的協助，讓可能吸毒者，得到更妥

善的幫助；已經吸毒者勇於接受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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