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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將近，迎接春節連續假期到來

前，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叮

嚀須注意以下三點用藥安全小撇步，以

保身體健康，健康快樂過佳節：

一、備藥充足不擔憂，急救藥品不離身

：手上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民眾，可

先注意連續處方箋上的領藥日期並確認

藥品的存量是否充足，若領藥時間落於

年節期間，可以提早十天至社區藥局或

原開立醫院領藥，以避免春節連假發生

無藥可用，甚至於延誤病情的狀況。如

果處方箋備有緊急用藥（例如：心絞痛舌

下錠或是緩解氣喘的氣管擴張吸入劑等

急救藥品），連假出遊時務必隨身攜帶，

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擔心。

二、遵照醫囑定時服藥，養成良好生活

作息：民間流傳有「大年初一不能吃藥

」的謠言，這是個錯誤的觀念。食藥署

提醒民眾：春節期間仍應遵從醫囑按時

服藥，以保身體健康，除維持日常規律

的作息及運動外，也應減少熬夜通宵、

作息顛倒等情形。

春節期間 用藥安全不中斷1

春節期間，餐桌上免不了大魚大肉，

應避免暴飲暴食導致腸胃不適。此外，

患有三高疾病的民眾更需注意，避免攝

取過多高油脂、高鹽及高糖類的食物，

特別是加工類食品。

另外，冬天氣溫低，應做好身體保

暖工作，若血壓與血糖有劇烈變化，或

出現胸悶、胸痛及呼吸困難等狀況，記

得按醫囑指示處理，若症狀仍未改善，

應立即就醫。

三、專業藥師好安心：春節期間多數醫

療院所休診，民眾若出現頭痛或腸胃不

適等輕微症狀，可先至藥局諮詢專業藥

師，並依藥師指示購買及使用藥品，以

保障自身用藥安全。若使用後症狀仍未

見改善，甚至症狀加劇，則需停藥就醫。

連假期間出外時，若遇到推銷來路

不明的藥品，應拒絕購買，並遵守用藥

安全五不原則：不聽別人推薦的藥、不

信神奇療效的藥、不吃別人贈送的藥、

不推薦藥給別人、不買地攤、夜市或遊

覽車上所販售的藥。

食藥署提醒，民眾應於連續假期前

先確認藥品是否足夠，且應有正確用藥

、規律運動及健康飲食的觀念，正確用

藥不中斷，才能平安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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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署提醒：尿酸檢驗試紙及儀器

等產品皆為醫療器材，必須領有衛生福

利部（下稱衛福部）核發的醫療器材許

可證。在選購尿酸檢驗產品時，請牢記

醫材安心三步驟：１認２看３會用。  

【1】認：認識尿酸檢驗試紙、檢驗儀及

採血針（筆）是醫療器材。

【2】看：選購尿酸檢驗產品時，請至領

有販賣業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的店家，

勿於來路不明的地方或網站上購買。購

買前，應先確認產品是否標有衛福部核

發的「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並刊載

完整標示內容，包括產品品名、批號、

製造日期、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及廠商

名稱、地址等資訊。

【3】會用：使用前詳閱產品使用說明書，

了解正確使用方式及相關限制。 

好痛！難道是痛風？
快來試試尿酸檢驗試劑2

鮮甜肥美的海鮮、豐盛溫暖的火鍋

、再加上香醇的美酒，就在五臟廟被滿

足的那一刻，誰又想到那曾經突如其來

的疼痛⋯⋯那感覺就連徐徐微風吹過都

彷彿萬箭刺骨，難道是痛風嗎？而這其

中的罪魁禍首，竟是健康檢查項目中常

見的「尿酸」。

居家檢驗，快速得知結果

食藥署說明：「尿酸」的形成，與人

體的嘌呤代謝有關，當攝取的食物含有

過多的嘌呤，暴飲暴食、大量飲酒等因

素，很容易導致血液中的尿酸升高。過

多的尿酸會形成結晶，囤積在身體關節

各處，就像無數的碎石與針尖卡著一般，

叫人舉步維艱、痛不欲生。因此，在大

快朵頤之餘，不妨利用尿酸檢驗產品，測

量體內的尿酸含量，民眾無須出門，就可

在家達到監控的目的，如同追蹤血糖值一

般，快速又便利。

如欲查詢相關醫療器材許可證資

料，可於食藥署網站之醫療器材許可證

資 料 庫 系 統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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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發現品質不良的醫療器材，以及

因使用醫療器材引發嚴重不良反應，請

至食藥署「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

管理系統」通報(網址:https://qms.f-

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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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羅病毒報到？
食藥署：勤洗手、不生食為上策3

時序入冬，正是諾羅病毒好發季節，

近來已有媒體報導國內發生疑似諾羅病

毒所引起之群聚腹瀉事件，食藥署提醒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人口密集場所，更容易傳播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署分析，全球導

致腹瀉和嘔吐的急性腸胃炎約有五分之

一是由諾羅病毒引起，且普遍爆發在寒

冷的冬季。臺灣諾羅病毒流行的季節為

11月至隔年3月間，主要透過糞口傳染，

傳染力及散播力快速廣泛，且任何年齡

層皆可能受到感染，尤其容易發生在學

校、餐廳、大型遊輪及安養中心等人口

密集場所。如美國加勒比公主號郵輪

(Caribbean Princess Cruises)於109年2

月初爆發疫情，病例累計600餘位。

即食食品、生菜沙拉、生鮮魚貝要小心

依據食藥署「台灣地區食品中毒案

件 病 因 物 質 分 類 統 計 」，近 5 年 來（

105-109年）諾羅病毒在病因物質判明統

計之患者數中佔近5成（46%，平均1668

人/年），案件數超過6成（63%，平均108

案/年），影響民眾健康甚鉅，並已造成社

會經濟負擔。國內近年發生多起諾羅病

毒食品中毒，多為生食受污染水域生產

的生蠔等水產品所致，容易受諾羅病毒

污染的食品包括：即食食品、生菜沙拉

及生鮮魚貝類等。而104年國內2家渡假

村在2~3月間發生諾羅病毒群聚中毒事

件，研判分析結果均為水源遭受諾羅病

毒污染所導致。

感染諾羅病毒後主要症狀有噁心、

嘔吐、腹部絞痛及水樣不帶血腹瀉。全

身性的症狀有頭痛、肌肉酸痛、倦怠等，

部分病患會有輕微發燒的現象，症狀通

常持續24到72小時。由於目前尚無治療

諾羅病毒的抗病毒藥物，也沒有疫苗可

供接種預防，故治療多以支持性療法為

主，患者除了多休息外，應該要注意適

時、適切的補充水分及電解質，以避免

脫水。

食藥署已建立諾羅病毒之檢驗方法，

相關資訊可至本署網站查詢（http://w-

ww.fda.gov.tw首頁〉業務專區〉研究檢

驗〉公告檢驗方法）。諾羅病毒好發的秋

冬季節來臨，食藥署提醒民眾注意飲食

安全，並落實勤洗手、不生食、不生飲

、注意餐飲人員健康、注意餐飲環境衛

生，確保諾羅病毒不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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