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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連假即將來臨，防疫之餘想開

心出遊，又怕暈車不舒服？許多人會提

早服用暈車藥來預防不適症狀。但是，

你知道嗎？暈車藥並非人人都適用！該

如何避開暈車藥的用藥地雷呢？食品藥

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邀請社區藥局

郭建宏藥師為大家說明使用暈車藥的注

意事項，藉以掌握用藥安全，旅途更安

心。

暈車藥可減少接收過多訊息，避免大腦

感到混亂

當您感受到暈眩、想吐等不適的暈

車、暈船或暈機等症狀，統稱為「動暈

症」，這是人體與外界接觸的三個感覺管

道：視覺、前庭覺、本位覺，三者感受

的訊息不一致，使大腦感到混亂而造成

的症狀，並不是一種疾病。

暈車藥能協助身體阻斷過多的訊

息，減輕或避免動暈症的相關症狀。市

面上最常見的暈車藥，以第一代抗組織

胺藥品及阻斷神經傳導物質乙醯膽鹼的

抗膽鹼藥品為主。

何時使用最有效

一般暈車藥分為口服和貼片等劑

型，口服劑型於搭乘前30分鐘至１小時

服用，貼片至少在搭車前４小時貼於身

體無毛髮處，例如耳後，才能發揮效果。

臨床上常遇到民眾忘記提早服用暈車

藥，導致藥效不佳。食藥署提醒，使用

前應詳閱說明書，因每種藥品效果與持

續時間不一，若不注意可能會因過量而

造成危害。

常見的暈車藥副作用包含口乾、尿

液滯留、嗜睡等，許多藥品不適合與暈

車藥一起服用，例如感冒藥、抗過敏藥

出遊前您會吃暈車藥嗎？
藥師提醒五大族群不適合使用暈車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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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為讓民眾對於食安、

消費的問題可以儘速獲得解答，政府透

過即時、安心、便利的方式給予適當協

助。行政院自104年12月4日起整合跨部

會機關原有的專線，設置「1919」全國

食安專線（以下稱1919專線），只要是食

安相關疑慮，一通電話即由專人服務，

民眾的問題可獲得正確解答與澄清，減

少不必要的恐慌。

１９１９ 專線 跨部門的整合服務

1919專線包括行政院消保處「1950」

消費者服務、行政院農委會「02-4499

595」農業客服諮詢、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0800-056476」馬上辦服務及食藥

署「02-27878200」檢舉諮詢服務等，

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８時到

下午６時，民眾撥打進線電話語音後，

可 依 自 身 需 求 選 擇 ５ 個 選 項 ：

①為食品檢舉、②為食品諮詢、③為消

費問題、④為中小企業諮詢、⑤為生鮮

農產諮詢，將立即連結至業務轄屬機關

之服務窗口，提供更便捷的單一服務入

口及檢舉管道。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口

罩實名制」自109年2月6日上路，1919

專線配合政策，也協助提供解答口罩實

名制的相關議題諮詢服務。食藥署貼心

提醒，如有購買口罩實名制1.0相關疑

義，可利用1919專線做諮詢，齊心協力

渡過防疫關鍵期。另外，對於違法食品

、添加物或企業員工揭發黑心食品、不

法廠商等情事，皆可用1919專線檢舉，

齊心為食安把關。

中常含有抗組織胺成分，若同時使

用，恐會加重副作用；而失智症藥

品的作用機制有些與暈車藥相同或

衝突，若同時服用，可能產生不良影響

。另外，部分暈車藥可能會引起嗜睡或

是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如需駕駛或

操作危險器械者亦不建議使用。

五大族群，不適合使用暈車藥

⑴良性前列腺（攝護腺）肥大患者：

因暈車藥會抑制尿液分泌，會使良性前

列腺肥大症狀加劇。

⑵青光眼患者：可能造成眼壓升高，導

致青光眼加重。

⑶６歲以下孩童：因肝腎功能發育未完

全，不易代謝藥物。

⑷高齡者：常服用多種慢性病藥，不同

藥可能會產生交互作用，且因肝腎機能

較差，更容易產生副作用。

⑸懷孕未滿3個月的孕婦

食藥署提醒：不適合服用暈車藥者，

可由改善空氣流通、坐在交通工具內相

對平穩的位置，以減少動暈症的症狀。

此外，購買暈車藥時應先諮詢藥師或醫

師，確認是否適合服用，且勿將藥品分

享親朋好友，以免不適合的族群在使用

後產生不良影響。

食安問題、檢舉黑心廠商
１９１９一通就G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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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季節交替，經常一起床就感到

眼睛搔癢或疼痛，這可能都是過敏性結

膜炎的徵兆。眼睛的結膜密布血管、淋

巴，易受環境中的過敏原刺激，造成充

血及發炎。引發過敏性結膜炎的常見物

質有粉塵、髒空氣、花粉等，臨床上經

常使用抗組織胺成分的眼藥水，來抑制

紅、腫、癢等過敏症狀，有時也會使用

含有類固醇或及緩解充血的眼藥水來減

輕不適。針對眼藥水的正確使用和注意

事項，食藥署歸納如下：

使用眼藥水五步驟

⑴使用前先將雙手徹底洗淨，有戴隱形

眼鏡者應先取下。

⑵將眼睛周圍的分泌物以棉棒清除乾淨。

⑶頭先向後仰，以食指輕輕將下眼瞼往

下拉，眼睛向上看，再將眼藥水滴入眼

白與下眼瞼間。

⑷滴藥後輕閉眼1~2分鐘，並輕輕轉動

眼球，可用手指輕壓鼻樑處（眼角內側）

避免藥液漏出至鼻淚管而降低藥效。

⑸用完後，立即旋上瓶蓋以確保清潔。

民以食為天！為讓民眾對於食安、

消費的問題可以儘速獲得解答，政府透

過即時、安心、便利的方式給予適當協

助。行政院自104年12月4日起整合跨部

會機關原有的專線，設置「1919」全國

食安專線（以下稱1919專線），只要是食

安相關疑慮，一通電話即由專人服務，

民眾的問題可獲得正確解答與澄清，減

少不必要的恐慌。

１９１９ 專線 跨部門的整合服務

1919專線包括行政院消保處「1950」

消費者服務、行政院農委會「02-4499

595」農業客服諮詢、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0800-056476」馬上辦服務及食藥

署「02-27878200」檢舉諮詢服務等，

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８時到

下午６時，民眾撥打進線電話語音後，

可 依 自 身 需 求 選 擇 ５ 個 選 項 ：

①為食品檢舉、②為食品諮詢、③為消

費問題、④為中小企業諮詢、⑤為生鮮

農產諮詢，將立即連結至業務轄屬機關

之服務窗口，提供更便捷的單一服務入

口及檢舉管道。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口

罩實名制」自109年2月6日上路，1919

專線配合政策，也協助提供解答口罩實

名制的相關議題諮詢服務。食藥署貼心

提醒，如有購買口罩實名制1.0相關疑

義，可利用1919專線做諮詢，齊心協力

渡過防疫關鍵期。另外，對於違法食品

、添加物或企業員工揭發黑心食品、不

法廠商等情事，皆可用1919專線檢舉，

齊心為食安把關。

使用眼藥水，記住三常識

⑴過期勿用：眼藥水打開後一個月後若

未用完則應該丟棄，避免因污染而使眼

睛受到感染。

⑵間隔５分鐘：不同眼藥水若需同時使

用，兩者間隔至少5分鐘。

⑶先藥水後藥膏：若使用眼藥水搭配眼

藥膏，要先使用眼藥水，間隔10分鐘後

再使用藥膏。

此外，食藥署提醒：大部分的眼藥水

放在陰涼避光處即可，若藥品上標註「需

冷藏保存」，才需將藥品置於冷藏。若有

任何用藥問題，都可洽詢藥師，尋求正

確的使用方式。

惱人的過敏性結膜炎
如何使用眼藥水最恰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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