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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湯是許多民眾喜愛的休閒活動，

既放鬆又舒暢！但泡湯時戴著隱形眼鏡而

導致眼睛不適的求診患者屢見不鮮，其

中又以年輕族群居多。對此，食品藥物

管理署（下稱食藥署）特別邀請光晶妍眼

科診所萬華總院院長林穎新醫師來為民

眾說明，為什麼泡湯時不宜配戴隱形眼

鏡。

泡湯不摘除隱形眼鏡，可能引發角膜潰瘍

林穎新院長表示，溫泉水溫雖高，

但並未達殺菌標準，且水中藏有各式各

樣肉眼看不見的病原，特別是公眾池和

戶外的天然溫泉，比起可進行消毒或定

期換水的游泳池，水質更不易管控，所

以泡湯時，建議不要配戴隱形眼鏡。

他進一步解釋：對眼睛來說，隱形

眼鏡本身就是一項異物，尤其它覆蓋於

角膜上，會大幅阻隔角膜獲取氧氣的機

會，當角膜在缺氧的狀態下，碰到病原

入侵，角膜惡化的速度就會加快。

不少年輕人警覺性不足，即便泡湯

完後眼睛覺得不適，仍舊配戴隱形眼

鏡，直到劇痛才就醫，此時角膜因為潰

瘍出現凹洞，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倘

若又遇上綠膿桿菌、阿米巴原蟲或黴菌

等毒性較強的致病原，一般廣效型的抗

生素無力控制它們，會導致角膜受損，

嚴重恐將失明。

眼睛不適，醫師提出緊急應變３步驟 

由於眼睛是極敏感的器官，食藥署

提醒民眾：只要身處在容易有病原、過

敏原和刺激物的環境中，如：泡溫泉時

、空氣品質不佳時、使用清潔劑或打掃

環境時，都不宜配戴隱形眼鏡。

一旦眼睛開始輕微發紅或有異物般

的刺痛感時，提供以下緊急應變３步驟：

配戴隱形眼鏡去泡湯？
眼科醫師示警：恐導致失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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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眠藥、嗎啡類止痛藥可以從網路

上購買嗎？我可以把管制藥品郵寄或

快遞給國外親朋好友嗎？對於這樣的疑

惑，您是否曾經有過？

食藥署特別說明：所謂的管制藥品，

包括「醫藥及科學上需用」的成癮性麻

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他有加強管理

必要的藥品，且會依其習慣性、依賴性、

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管理。

管制藥品或毒品？一體兩面

其實，管制藥品與毒品可說是一體

兩面，常見的安眠藥（如：贊安諾、使蒂

諾斯…等）若非由醫師處方用於正當醫療

用途，即為毒品。提醒民眾：根據國際

郵遞物品之「萬國郵政公約」規定，國

際間管制藥品不可郵寄及快遞，私下買

賣及網路購買管制藥品更是違反我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攜帶管制藥品出入境，備妥診斷證明、

處方箋

另外，若無診斷證明及處方箋，不

可攜帶管制藥品出入境，因各國對於毒

品皆是嚴陣以待，切勿以身試法。若需

攜帶管制藥品出、入境，務必隨身備有

醫療院所開立的診斷證明正本或處方箋

影本等證明資料，以便合法通關。若為

第1級至第3級管制藥

品，可申請食藥署證

明文件，相關資訊請

至食藥署網站>便民

服務>常見問答進行查詢，且出國前於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http://www.bo-

ca.gov.tw)查詢入境當地國是否有特殊規

定，以免觸法。

⑴立即將雙手清潔乾淨

⑵摘除隱形眼鏡

⑶使用人工淚液沖洗，不要用清水沖洗

若處理後仍覺得眼睛不適，應馬上

就醫，不要等到眼睛劇痛或視力模糊才

就診，恐為時已晚！

配戴隱形眼鏡，重視四不原則

為了眼睛的健康，林穎新院長呼籲

民眾重視「四不原則」：

⑴配戴隱形眼鏡不超過８小時

⑵不要戴著過夜睡覺

⑶不要在臉上有粧和雙手不淨的情況下

摘取隱形眼鏡

⑷不要在不明通路購買隱形眼鏡

食藥署也提醒民眾：配戴隱形眼鏡

前，應遵循眼科醫師的指示；購買後，

確實依照產品說明書上所寫的正確配戴

及保養方式，方能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食藥署提醒您：因病況隨時在變

化，若沒有經過醫療評估就使用管制藥

品，恐有危害健康及成癮風險！若有使

用管制藥品需求，建議尋求專業醫療協

助，以維護您與家人、朋友的健康。

管制藥品可以網購或郵寄
到國外嗎？NO！觸法行為應避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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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連假即將到來，不少民眾已經

安排祭祖掃墓及春遊踏青的行程。食藥

署提醒：四月氣溫逐漸回升，在祭祖供

品與外出飲食時，有些「食安小撇步」

不可不知。

祭祀食品慎保存，避免日曬或高溫

在室外祭拜時，應注意供品的衛生

安全，如魚、雞、豬肉或素三牲等供品

容易孳生蒼蠅、蚊蟲等病媒，以及受到

灰塵的污染，因此自行烹煮的供品，應

以鍋蓋或保鮮膜覆蓋。食藥署建議可改

用有包裝的食品如罐頭，或有外皮保護

的水果作為供品。

此外，供品應避免長時間日曬或放

置於高溫環境，以避免微生物孳長導致

腐敗變質，若長時間在戶外，建議可攜

帶冰桶冷藏保存。而熟食供品於室溫下

祭拜完後，應依食品的特性儘速保存於

冰箱或陰暗處，且食用前應該要充分復

熱，並儘快食用完畢。若食品有顏色改

變或酸臭味，則應避免食用。

路邊的野菇不要採，食品中毒案例多

近年來食藥署常接獲民眾於野外

採摘不明植物或菇類，食用後導致天然

毒食品中毒的案例。提醒民眾至野外登

山或踏青時，不應隨意採摘野生物並食

用，因為許多有毒菇類和植物，即使經

驗豐富的專家仍不易從外觀上加以區

別，千萬別為了享受山產的美味，而忽

略其風險，造成食品中毒，以及身體健

康上無法挽回的傷害。

洗淨雙手，良好衛生習慣要保持

連假期間，親朋好友聚會，食藥署

提醒除了要「樂活防疫」，也要遵守預

防食品中毒五要原則，也就是飯前、如

廁後及處理食品前後，都要澈底洗淨雙

手；注意食材要新鮮；生熟食的器具要

分開，避免交叉污染；餐點要澈底加熱

；注意保存溫度等，才能讓我們的清明

連假過得安心又安全。

安眠藥、嗎啡類止痛藥可以從網路

上購買嗎？我可以把管制藥品郵寄或

快遞給國外親朋好友嗎？對於這樣的疑

惑，您是否曾經有過？

食藥署特別說明：所謂的管制藥品，

包括「醫藥及科學上需用」的成癮性麻

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他有加強管理

必要的藥品，且會依其習慣性、依賴性、

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管理。

管制藥品或毒品？一體兩面

其實，管制藥品與毒品可說是一體

兩面，常見的安眠藥（如：贊安諾、使蒂

諾斯…等）若非由醫師處方用於正當醫療

用途，即為毒品。提醒民眾：根據國際

郵遞物品之「萬國郵政公約」規定，國

際間管制藥品不可郵寄及快遞，私下買

賣及網路購買管制藥品更是違反我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攜帶管制藥品出入境，備妥診斷證明、

處方箋

另外，若無診斷證明及處方箋，不

可攜帶管制藥品出入境，因各國對於毒

品皆是嚴陣以待，切勿以身試法。若需

攜帶管制藥品出、入境，務必隨身備有

醫療院所開立的診斷證明正本或處方箋

影本等證明資料，以便合法通關。若為

第1級至第3級管制藥

品，可申請食藥署證

明文件，相關資訊請

至食藥署網站>便民

服務>常見問答進行查詢，且出國前於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http://www.bo-

ca.gov.tw)查詢入境當地國是否有特殊規

定，以免觸法。

食藥署提醒您：因病況隨時在變

化，若沒有經過醫療評估就使用管制藥

品，恐有危害健康及成癮風險！若有使

用管制藥品需求，建議尋求專業醫療協

助，以維護您與家人、朋友的健康。

清明連假 食藥署提醒食安３撇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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