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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了好多種藥物，有哪些需要

暫時停用呢？」，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柯彥志藥師說明，許多患有高血壓、糖尿

病、高血脂的長輩或病患，經常在手術前

急忙詢問藥師，該停用哪些藥，其中最

常見的一種就是「口服抗凝血藥物」，其

主要功能是透過抑制體內凝血因子的作

用，以免形成血栓，藉此預防中風、治療

或預防深層靜脈栓塞及肺栓塞。

柯彥志指出，口服抗凝血藥物主要

分為兩種：傳統的口服抗凝血劑Warfarin

與較新型的口服抗凝血劑，包含Dabig-

a t ran（Pradaxa®）、Riva roxaban

（Xarelto®）、Apixaban（Eliquis®）及

Edoxaban（Lixiana®）。

由於傳統的Warfarin口服抗凝血藥，

易與其他藥物或食物產生交互作用，尤

其是維生素K含量較高的食物（如菠菜、

花椰菜等），造成許多使用限制，服用

至於新型的口服抗凝血劑，較少與

其他藥物或食物產生交互作用，且不需

特別監測病人的凝血功能，雖然不必另

外抽血檢測，是否適合使用此類藥物，

也須經由專業醫療人員仔細評估，病人

在日常生活中仍得小心留意，一旦發生

異常出血或不適，需立刻向醫師或藥師

諮詢，以評估生活習慣或用藥情形是否

有問題，如果要動手術或拔牙，也要主

動告知醫生目前正服用抗凝血藥物，確

保自身用藥安全喔。

此藥也需抽血監測、評估患者的凝血功

能，確保療效及安全性。若病人正在服用

此藥，需特別注意自己的飲食攝取，並留

意平時是否常有因輕微碰撞而瘀青，或產

生異常出血狀況（如流鼻血、牙齦出血、

血便或血尿等），女性患者也需注意經期

是否異常。

抗凝血藥吃對了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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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長輩看電視時經常開得很大聲，

或者要大聲講話才能聽到嗎？食藥署提

醒，根據統計，65歲以上長者約有4成聽

力受損，導致生活不便，不想與人互動

、逐漸封閉自己而出現社交困難，此時

大腦接受刺激的頻率相對減少，長期下

來容易有較高的失智風險，此時配戴助

聽器將有所改善。

一般市售的非植入式助聽器屬於醫

療器材，依其傳導方式分成「氣導式」

與「骨導式」兩種，主要功能都是用來

放大聲音，彌補受損的聽力。選配助聽

器與選配眼鏡一樣，使用者應先向專業

的醫師或聽力師諮詢，依個人症狀與生

活習慣，選用合適的助聽器，千萬別隨

意購買來路不明或不適用的助聽器，以

免增加耳朵聽力的負擔。

要注意的是，透過助聽器聽到的聲

音，與人耳聽到的聲音略有差異，一般

聽損長者誤以為，戴上助聽器之後，可

完全恢復到原始的聽力狀態，這種錯誤

的預期性心理，常讓聽損者與預期效果

不符，降低配戴的次數或意願。聽損者

配戴助聽器後，需一段時間適應，若有

身旁親友耐心的協助與支持，並聽取專

業人員的指導與建議，就可協助聽損者

恢復較理想的生活機能。

在選購助聽器時，可以參考「醫材

安心三步驟，一認、二看、三會用」：

第一要先「認」識助聽器是醫療器材，

第二是在購買產品時，「看」清楚包裝

上載明的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及標示，

第三則是在使用前要詳閱說明書，依說

明書的方式「正確使用」醫療器材。

有關醫療器材產品相關資訊，可至

食藥署網站的許可證資料庫查詢（連結：

食藥署網站首頁http://www.fda.gov.tw

>醫療器材>資訊查詢>醫療器材許可

證資料庫>西藥、醫療器材、特殊用途

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民眾使用醫療

器材前，可先向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

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如有發現不

良品或使用時發生不良反應，可向藥物

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

http://qms.fda.gov.tw）通報，或者撥

打不良反應通報專線02-23960100。

配戴助聽器
  熬過調適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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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氣候潮溼，濕度高再加上高

溫，都有利於黴菌滋長，許多長時間穿

鞋的上班族和學生，大多有香港腳和灰

指甲等困擾，有人會自行到社區藥局購

買外用藥膏來擦，但不好意思向藥師詢

問用藥資訊，又未依藥品仿單（說明書）

正確使用，可能因此影響療效。食藥署

提醒，想根治香港腳或灰指甲，一定要

注意下列４點用藥事項喔！

一、 用藥前後妥善清潔

使用香港腳藥膏前，應先以溫水及棉片

小心清洗患部，並妥善乾燥；使用灰指

甲油劑前，則可先使用銼刀將指甲表面

盡可能銼平，再用酒精棉片擦拭清潔，

去除感染黴菌的角質層，可促進藥物滲

透。另外，用藥後，應清洗手部，以免

交叉感染。

二、 依藥品仿單正確塗抹

香港腳藥膏應塗抹薄薄一層，在感染處

及其周圍部位，且應停留15分鐘，讓皮

膚吸收；但有些長效藥膏，則必須同時

使用於雙腳，且使用後24小時內切勿碰

水。灰指甲油劑則可利用內附藥板，以

擦上適當劑量。用藥前應詳細參閱藥品

仿單（說明書），正確使用藥品，才能獲

得最佳治療效果。

三、 治療期間切勿自行停藥

一般而言，使用外用藥品治療香港腳需

要至少一週，灰指甲則需要至少要６個

月，治療期間要規則用藥且勿提早停藥。

但如果依照使用方法用藥１週後仍未見

任何改善，則應諮詢醫師作進一步處置。

四、 保持腳部乾燥及個人衛生

腳部應盡量保持乾燥，例如洗澡後必須

把腳完全擦乾，特別是腳趾縫間；穿鞋

時間較長的上班族、學生，可以多帶一

雙襪子到公司、學校替換；雨天淋濕的

鞋襪，就要完全吹乾後再使用。此外，

應該避免和他人共穿同一雙鞋襪（如浴室

拖鞋），以避免交叉感染。

食藥署呼籲民眾，全國約有8,000家

藥局，是民眾的好鄰居，只要您願意走

進去藥局，詢問藥師用藥相關問題，將

有助於提早根治香港腳或灰指甲喔。

根治香港腳４「藥」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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