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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性愛歡愉之後，該如何避免懷

孕而當上「意外」爸媽呢？食品藥物管理

署（下稱食藥署）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黃品臻藥師，為大家

說明事前、事後避孕藥的正確服用方式。

⑴ 事前避孕藥

事前避孕藥含有人工合成的「雌激

素」與「黃體素」，藉長期穩定服用，

使女性體內維持一定濃度的荷爾蒙：當

雌激素濃度偏高，卵巢便不會排卵；當

黃體素濃度偏高，子宮頸黏液會增加，

精子難以通過子宮頸而與卵子結合。事

前避孕藥需長期、穩定服藥才能達到效

果。每天定時服用1顆，睡前或與食物併

服可減少嘔吐、噁心感。

在藥品包裝方面，可分為21顆裝與

28顆裝：21顆裝全數含藥，連續服用21天

並停藥7天，再開始下一週期的避孕藥。

28顆裝適合記性較差者，部分含藥、

部分不含藥，先每日連續服用含荷爾蒙

的藥錠，再服用無作用的錠劑，不必停

藥。

首次開始使用時，可於月經出血第

一天開始吃，連續服藥7天後，才具避孕

效果，頭7天內仍需同時以其他方式避孕

（如保險套）。無藥日期間（停藥7天或

服用無作用錠劑的日子），因少了荷爾蒙

的維持，子宮內膜會剝落、月經來潮。

無藥日結束後，不論經血停止與否，都

要從第29天起開始新的服藥週期。

萬一忘記服藥怎麼辦？若延遲時間

未超過12小時，想起後立刻補服，下次

再回復正常的服藥時間；若延遲超過12

小時，此時避孕效果可能降低，在想

起時補服前一次漏掉的劑量，當天的藥

量仍按時服（想起當日需服用2顆），之後

依正常時間、劑量服藥。若曾漏服超過

24小時，補服藥品後，未來7天內需採

額外避孕措施。

吃對避孕藥
不當「意外」爸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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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開發檢測與服務（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and Services, LDTS），

是實驗室使用自行建立的分子檢測方法，

並利用該方法給予檢測結果，作為服務

之用，其結果直接或間接使用於臨床用

途，包含「實驗室自行開發」、「分子檢

測」、「精準醫療」3個組合概念。實驗

室選擇發展LDTS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市

場上，沒有針對特定疾病的體外診斷醫

療器材產品可用，另一方面則因新興分

子檢測技術的日新月異。

人類基因體圖譜解序完成後，得以

深入探討基因體序列、基因與疾病的關

聯，越來越多實驗室自行研發的分子檢

測方法，近來快速發展與成長為臨床服務

項目，也成為個人化精準醫療的推手。

食藥署為確保檢測服務品質，主要

參考國際管理規範，並以國際標準ISO 

15189制定品質管理系統要求，作為分子

檢測實驗室LDTS項目品質管理的參考依

據，並於107年12月17日公告「精準醫療

分子檢測實驗室檢測與服務指引」中，要

求施行服務的實驗室必須符合：⑴人員

⑵ 事後避孕藥

如果在性行為時缺乏防護措施或避

孕失效（如保險套破裂等），可用事後避

孕藥緊急避孕，主要是抑制或延遲卵巢

排卵，或使子宮頸黏液增稠、降低精卵

結合的機率。事後避孕藥可分為兩代：

第一代高劑量黃體素（Levonorgestrel）

、第二代黃體素受體調節劑（Ulipristal 

acetate）。

第一代Levonorgestrel建議在性行

為後72小時（3天）內服用，第二代Ulip-

ristal acetate建議在性行為後120小時（5

天）內服用，愈早服用避孕成功率愈高。

事後避孕藥僅對當次性行為有保護作用，

不建議在同一經期內重複服用事後避孕

藥，以免擾亂月經週期。

不論事前或事後避孕藥，皆屬醫師

處方藥，若有心血管疾病、肝功能障礙、

乳癌等情形，不宜以避孕藥作避孕方式。

食藥署提醒您，女性的受孕能力原

本就會隨著年紀而下降，若服用避孕藥

多年之後又突然計畫懷孕，很有可能會

因為年紀或其他因素影響受孕機會，且

避孕藥的種類繁多，劑量也不同，第一

次服用時還是建議請醫師先行評估後，

由醫師替您開立最適合的口服避孕藥，

以降低副作用發生的機率，服藥後也應

定期追蹤檢查，確保長期服藥的健康品

質。

及設備要求、⑵管理要求、⑶品質要求、

⑷服務要求、⑸技術要求之品質認證，當

實驗室落實檢測品質管理，即表示此實驗

室有能力提供穩定可靠的一致性結果。

為提升實驗室檢測與服務品質，促

進相關產業的發展，辦理實驗室列冊登

錄管理業務，藉由書面審查及實地查核

等審核機制，落實實驗室的品質管理系

統，確保實驗室提供服務之穩定性及正

確性，讓有檢測服務需求的民眾更有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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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當道，富含營養的紫米、

黑米等五穀雜糧廣受民眾喜愛，但有人

發現，買回家的紫米以清水沖泡後，洗

米水呈現紫紅色至深色，懷疑是否買到

人工染色的產品。食藥署說明，紫米、

黑米、黑芝麻是富含花青素的食物，因

花青素是水溶性色素，清洗時易溶出而

呈現淺深不一的紫紅色，這是正常的現

象。

目前在自然界的花青素約有20多

種，顏色會因環境的酸鹼值而有所改

變，酸性環境下呈現紅色，鹼性環境下

為藍色。花青素具有良好的抗氧化能力，

常見於呈紫色或黑色的天然食物，如:紫

色茄子、紫甘藍、紫地瓜、黑醋栗、藍

實驗室開發檢測與服務（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and Services, LDTS），

是實驗室使用自行建立的分子檢測方法，

並利用該方法給予檢測結果，作為服務

之用，其結果直接或間接使用於臨床用

途，包含「實驗室自行開發」、「分子檢

測」、「精準醫療」3個組合概念。實驗

室選擇發展LDTS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市

場上，沒有針對特定疾病的體外診斷醫

療器材產品可用，另一方面則因新興分

子檢測技術的日新月異。

人類基因體圖譜解序完成後，得以

深入探討基因體序列、基因與疾病的關

聯，越來越多實驗室自行研發的分子檢

測方法，近來快速發展與成長為臨床服務

項目，也成為個人化精準醫療的推手。

莓等紫色蔬果，草莓及蘋果等紅色蔬果，

黑色食物如黑豆、黑金剛花生、黑枸杞

或黑木耳，蝶豆花飲品的紫色也是由花

青素而來。

花青素為准用之天然食用色素，由

深色可食植物及果實取得，而天然食用

色素中也有許多色素主成分為花青素，

如藍莓色素、洛神花色素、草莓色素、

桑椹色素及藍果（蒴藋）色素等，有許多

廠商也開始用天然食用色素取代人工著

色劑，添加於糖果及飲料等產品中。

食藥署為確保檢測服務品質，主要

參考國際管理規範，並以國際標準ISO

15189制定品質管理系統要求，作為分子

檢測實驗室LDTS項目品質管理的參考依

據，並於107年12月17日公告「精準醫療

分子檢測實驗室檢測與服務指引」中，要

求施行服務的實驗室必須符合：⑴人員

及設備要求、⑵管理要求、⑶品質要求、

⑷服務要求、⑸技術要求之品質認證，當

實驗室落實檢測品質管理，即表示此實驗

室有能力提供穩定可靠的一致性結果。

為提升實驗室檢測與服務品質，促

進相關產業的發展，辦理實驗室列冊登

錄管理業務，藉由書面審查及實地查核

等審核機制，落實實驗室的品質管理系

統，確保實驗室提供服務之穩定性及正

確性，讓有檢測服務需求的民眾更有保

障。

由於人工合成著色劑的品項繁多，

且食品使用的原料本身含有或另外添加

天然色素的情形，食藥署已積極研發食

品中著色劑新興檢驗方法，將原本只能

鑑別8種人工著色劑的檢驗方法，提升至

同時鑑別50種天然與人工著色劑。民眾

可至食藥署網站（http://www.fda.gov-

.tw）首頁>業務專區>研究檢驗>建議檢

驗方法查詢相關檢驗方法。

買到染色紫米？
是溶出花青素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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