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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避孕藥別亂吞 

 

 

 

  

 

  濃情蜜意之際，若不慎擦槍走火，又忘

了穿「防彈衣」，吞了事後避孕藥就能完全

安心嗎？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事後藥」

絕對不能頻繁使用，否則可能使經期大亂!  

事後丸不可當作常態避孕藥 

     事後避孕藥通常是由「雌激素」和「黃

體素」組成，利用高劑量女性荷爾蒙干擾體內原本的荷爾蒙濃度波動，也就是抑

制或是延遲排卵，以降低卵子受精機會；另外，還會分泌子宮頸黏液，影響精子

前進。因此，服用事後避孕藥的最佳時間是性行為後 72小時以內，而且愈早吃愈

有效！ 

但是，很多人因為不了解藥理，誤以為事後避孕

藥可以常常吃；也有人嫌每天服用事前避孕藥麻煩，

不如在每次性行為後，吞一顆事後藥來得輕鬆方便，

這些都是危害身體健康的錯誤迷思。 

  由於事後避孕藥的雌激素、黃體素劑量，比起事

前避孕藥高出 8 到 10 倍，服用後很容易出現噁心、

嘔吐、頭暈、乳房脹痛等副作用。若是 1個月內使用

超過 1 次以上，可能導致內分泌紊亂，例如亂經，導致經血量暴增，或者月經遲

遲不來，結果必須催經等。 

  因此，事後避孕藥為「非不得已才能使用」，千萬不可以當作常態用藥。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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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 

險的避孕方式為女性口服事前避孕藥，以及男性全程戴上保險套，達到雙重避孕

效果。 

  除此之外，無論是事前或事後避孕藥，都會讓血液變得濃稠，對於體重過重、

肝腎功能不佳、有血栓問題、凝血因子異常者而言，都不建議使用，以免增加血

栓的風險。 

釐清事後藥迷思 

  服用一次事後避孕藥只能提供當次性行為保護，若服藥之後又有性行為，避

孕效果就變得不可靠。而且，由於事後避孕藥原理是影響排卵，所以，若服藥前

已經排卵，而且受精卵已著床，那麼就算吃避孕藥也沒用。 

  還有些人貪圖方便，直接到藥局購買事後避孕藥，但它屬於醫師處方用藥，

一定要諮詢婦產科醫生，針對身體狀況進行整體評估，才能確定是否適合服用。

至於網路上「用可樂、醬油沖洗陰道能夠殺精」等謠言，民眾千萬不要誤信謠傳。 

領取鎮靜劑或安眠藥時，您曾經被要求出示身分證明，還須在處方箋上簽名

嗎？為什麼要多這道手續呢？ 

其實，包括鎮靜劑、安眠藥以及癌症常用的止痛藥在內，大多屬於「管制藥

品」。管制藥品共分為 4級，目前大多數的麻醉藥品，屬於第 1級或第 2級（如：

嗎啡、配西汀、吩坦尼等），而鎮靜劑或安眠藥，多屬第 3級或第 4級（如：二氮

平、佐沛眠、氟硝西泮等）。 

由於管制藥品雖具有醫療用途，但也可

能因不當流用、濫用後而導致成癮，為了使

管制藥品不致於淪為非法毒品，法令規定，

醫師必須領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才能開立

第 1~3 級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而藥師也必

須依「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才可調劑此類

藥品；除此之外，領藥時，必須出具身分證

明，並在專用處方箋上簽名。藉由層層管制，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食藥署提醒，患者應依據醫師開立的管制藥品處方箋，遵循醫囑，正確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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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撥「1919」全國專線 守護你我食安 

用。如果管制藥品不是由醫師診斷、開立，甚至來路不明，民眾切勿服用，以免

無法改善病情，還可能上癮或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公司囤積過期食品轉賣，到底該告訴誰呢？」小

強最近總是心神不寧，他發現，自己任職的公司疑似將

過期的食品原標籤撕掉，再重新包裝，販售給不知情的

消費者，他反覆確認證據，又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最

後決定撥打「1919」全國食安專線，檢舉自家公司。 

 做出這個決定不容易，小強還記得，撥出電話時，

自己的手心微微冒汗，必須用力地深呼吸，才能保持鎮

定。所幸，在跟客服人員交談的過程中，小強漸漸放下心中疑慮。經過客服人員

專業、耐心地解說，小強了解，檢舉案件全程皆以密件方式錄案管理，他不必擔

心證據及個人資料外洩的問題。 

 全案後來由食藥署稽查單位連同警政署保七總隊、地方衛生局一起到該公司

清查，查獲該公司儲存、販售逾期食品的事證，於是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予以裁處，且函請地方法院檢察署持續偵辨。 

 小強挺身而出，不僅終止黑心廠商違法行為、保障了民眾健康及消費權益，

他還有機會依「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規定，獲得該案罰鍰實

收金額 50％之檢舉獎金。 

 「1919」專線將跨部會業務整合為單一服務入口，只要是「食品檢舉、食品

諮詢、消費問題、中小企業諮詢、生鮮農產諮詢」相關問題，包括通報餐廳衛生

不良；揭發不肖廠商、黑心食品、違法食品添加物等事件，民眾都可以直接撥打

這支專線諮詢。 

 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到週五（工作日）上午 8 時到下午 6 時，服務過程由專

人錄案管理，並採全程錄音、密件受理，以保障檢舉人權益。藉由設置該專線，

希望能號召更多人齊心協力，一同為臺灣的食安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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