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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香港腳嗎？您是否聽過各種關

於香港腳的說法與偏方，例如：泡熱水

、泡醋、泡鹽水能緩解香港腳症狀，甚

至還有用薑、牙膏塗抹等說法。為了破

解這些迷思，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特別請到皮膚科診所楊麗珍醫師

來為民眾逐一釐清，並建立正確治療香

港腳的觀念。

泡熱水、擦醋、擦凡士林……通通無效

楊醫師指出：坊間有許多關於預防與

治療香港腳的說法，有些是正確觀念，

但也有很多是錯誤的治療偏方。例如穿

襪子悶住容易得香港腳、共穿鞋襪容易

得香港腳、易流腳汗者容易得香港腳、

襪子應該要和家人衣物分開洗等，這些

都是正確的觀念！反之，泡熱水、擦醋

、擦凡士林、擦啤酒、鹽巴水、牙膏、

老薑等網路上流傳的治療偏方，這些不

僅無效，甚至可能使症狀更嚴重。

將患部浸泡於溫熱的水中，想藉熱

水達到殺菌效果，事實上，黴菌十分耐

熱，即使泡湯溫度達到45℃也不足以殺

死黴菌，反而可能使症狀加重。擦醋治

療，則會造成患部脫皮，增加糜爛型足

癬的風險，嚴重甚至可能導致蜂窩性組

織炎。凡士林適用於冬季乾燥症，若是

塗抹於患部，反而提供一個適合黴菌滋

長的環境，因此也不建議使用。

至於酒、鹽水、老薑、茶樹精油等，

都沒有經過科學證實可以治療香港腳，

民眾勿隨意聽信偏方，以免造成病情延

誤，甚至可能損害身體健康。

香港腳迷思多！皮膚科醫師為您一一釐清1

諮詢專業醫藥人員，依醫囑或藥品仿單
正確使用

治療香港腳，建議先由醫師診斷，

並依照醫囑進行治療。若自行至社區藥

局購買治療香港腳之指示藥品，需先諮

詢專業的醫藥人員，並依照藥品仿單（

說明書）正確使用，才能早日獲得健康。

食藥署提醒民眾：網路謠言多，應先

查證後過濾錯誤的資訊，千萬不要盲目

聽信偏方，小則延誤病情，大則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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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不是曾遇過家中長輩聽電台廣

播或看電視廣告就買回一堆奇奇怪怪的

藥？要如何知道這些藥品是否經過核准

？是否合法製造?以及該如何正確服

用？食藥署提醒民眾，掌握下列幾項原

則，輕鬆看懂用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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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藥品標示
輕鬆用藥免煩惱2

(1) 認識藥品分級制度
我國藥品依安全性分為三級，首先

是須由醫師診斷，開立處方箋，再由藥

師調劑給藥，指導用藥方法及注意事項

的「處方藥」，如治療高血壓、糖尿病

等藥品；其次為由民眾可自行在社區藥

局購買，但須經醫師或藥師指示，並依

照仿單（說明書）方法用藥的「指示藥」，

常見為綜合感冒藥等；最後是不需要醫

藥專業人員指示，可以自行購買使用，

但使用前應閱讀外盒或仿單的「成藥」，

如昆蟲咬傷、一般止癢外用液劑等。

(2) 藥品核准字號要看清
凡經我國核准且由合法製藥廠所製

造的藥品，包裝上均會載有「藥品許可

證字號」，例如：衛部（署）藥輸、衛

部（署）藥製等字樣，民眾可藉此初步

檢查藥品是否屬合法藥品，並可上食藥

署「西藥、醫療器材及化粧品許可證查

詢系統」（https://info.fda.gov.tw/M-

LMS/）進一步查詢確認。

(3) 遵循醫囑及詳讀外盒或藥品仿單標示
服用藥品，應遵照藥袋、外盒或藥

品仿單標示的用法、用量及服用時間，

切勿擅自過量或減量使用。如有特殊服

藥方法，請向醫師、藥師確認清楚。

(4) 注意用藥後情形

用藥後若有副作用或不舒服症狀，

可詳閱藥品仿單，瞭解應該要如何處理

等，並可詢問醫師或藥師。另外藥物過

敏不可忽視，用藥後應關心身體變化，

諮詢專業醫藥人員，依醫囑或藥品仿單
正確使用 

治療香港腳，建議先由醫師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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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後過濾錯誤的資訊，千萬不要盲目

聽信偏方，小則延誤病情，大則傷身。

假如使用後發生「疹、破、痛、紅、腫

、燒」等藥物過敏６大前兆症狀，請立即

停用及就醫。另外持續使用後，症狀如

不見好轉，或更加惡化，也應儘速就醫。

食藥署再次提醒：「生病看醫師，用

藥也可問藥師」！切勿任意購買及食用來

路不明、標示不清、誇大療效或未經核

准的藥品，另如對於自身用藥有任何疑

慮，可洽詢醫師或至附近藥局向藥師詢

問，協助解答用藥的問題，確保用藥安

全及維護自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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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皰疹是由「水痘－帶狀皰疹病

毒」所引發，主要藉由皮膚直接接觸、

飛沫或空氣而傳染。小時候若曾感染水

痘後康復，病毒可能會躲在神經節中，

逃避免疫系統的攻擊，當年紀增長或因

疾病、壓力導致免疫力低下之際，病毒

就容易活化，造成復發。由於帶狀皰疹

患者發病時身上會長出密集帶狀排列的

紅斑、小水泡，故俗稱為「皮蛇」。

民俗療法，斬不斷更惡化

有些民眾在帶狀皰疹發病時，會嘗

試民俗療法「斬蛇」，但目前尚無文獻研

究指出此民俗療法能夠治療帶狀皰疹；

且使用錯誤的治療方式，不僅可能使傷

口感染，還會延遲治療時間，讓病情更

加惡化。

為避免皮蛇纏身，高風險族群可至

醫院接受醫師諮詢，選擇接種１劑帶狀

疱疹疫苗進行「科學斬蛇」，目前疾病管

制署建議50歲以上民眾可施打自費疫

苗。該疫苗屬活性減毒疫苗，可提高水

痘－帶狀疱疹病毒特異性免疫力，預防

帶狀疱疹及其併發症。若本身為慢性病

患者或正在接受治療者，建議與醫師討

論，依自身的免疫能力、用藥狀況等，

再評估是否適合施打。

我國疫苗管理嚴謹，民眾可安心施打

我國的疫苗管理與歐美等先進國家

一致，疫苗上市前經食藥署查驗登記，

核給許可證，並依「生物藥品檢驗封緘

作業辦法」採取逐批檢驗通過後始得放

行，經食藥署國家實驗室檢驗合格之產

品，會於產品外盒加貼「藥物檢查證」

供識別，再供應至各大醫療院所使用，

以維持疫苗品質。

科學斬蛇：
皮蛇就靠帶狀皰疹疫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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