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會讓他們對

周遭的事物充滿興趣，尤其是年

幼的孩童，常習慣性地將他們隨手可以

抓取到的物品直接放入口中，來刺激口

腔以得到本能的滿足，因此可能會讓他

們在不注意的情況下誤食藥品。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提醒，口

服藥品有著許多不同的顏色，也會被設

計成不同的形狀，或是加上特殊刻痕及

標記，如英文字母、數字或圖形符號，

來增加藥品辨識度，但亦可能增加誤食

的風險。除了外型及繽紛的顏色之外，

帶有甜味的糖衣及特殊口味的藥品可能

被孩童誤以為是糖果！兒童專用製劑為

了提升孩童服藥的接受度，常會添加帶

有甜味的矯味劑，若不慎服用過量可能

導致劑量過高，增加副作用發生的可

能，千萬要小心。

食藥署建議，避免孩童誤食藥品是一項

非常重要的家庭任務，透過保持藥品遠

離孩童、教育他們藥品的相關知識，以

及定期檢查和清點家中的藥品，將可最

大幅地降低誤食藥品對孩童健康的風

險。別忘了，保護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是每一位家長的首要任務，平常就應該

要注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孩童遠離誤

食藥品可能造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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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品對孩童的健康可能帶來嚴

重傷害，因此家長和監護人有責

任採取行動，確保孩子的安全。快跟隨

食藥署的建議，幫助您的孩子避免誤食

藥品的情況發生。

①保持藥品遠離孩童
最基本的防範方式就是

確保所有藥品都放在孩童無法觸及的

地方，最好是上鎖的藥櫃或抽屜中。

在家中也可以設立一些額外的安全措

施，如安裝兒童安全門欄，以防止孩

童進入廚房或存放藥品的房間。另

外，藥品應該緊緊關閉，部分藥罐有

安全瓶蓋的設計，以避免孩童能輕易

打開。

②保留藥品原包裝
不要將藥品存放到其他容器中，以免

孩童誤認為是食品。保留藥品的原始

包裝、仿單或說明書，以確保您知道藥

品的用途、劑量和注意事項等資訊。

③分開存放藥品與食品
藥品和食品應該分開存放，避免混

淆。尤其是像糖果或巧克力的藥錠，

容易讓孩童誤認為是食物，因此在購

買藥品時，也要注意外包裝的特徵，

以免誤導孩童。

④教育孩童藥品的相關知識
適當地和孩童談論藥品的安全性問

題，教導他們正確的用藥知識，讓他

們明白絕對不可以隨意食用藥品。

⑤定期清點家中藥品
定期檢查您的家中是否有過期或不需

要的藥品，並正確地處理，減少家中

不必要的藥品存量。這不僅可以減少

孩子誤食藥品的機會，也可以避免服

用過期藥品造成身體無法評估的傷

害。

⑥隨身攜帶藥品時要小心
如果您需要攜帶藥品，請確保將其放

在您的包包中，並且應放置在孩童無

法拿取的地方。

⑦發生誤食的緊急處理
如果不幸發生孩童誤食藥品的情況，

第一時間應觀察孩童身體狀況，是否

有噁心、嘔吐或意識不清的情形，並

瞭解誤食了什麼藥品、誤食的時間、

吃了多少顆。如果孩子有明顯的不適

狀況，應緊急送至急診，交由醫師處

理，讓孩童得到適當的醫療幫助。

食藥署提醒，藥品可以幫助我們恢復健

康，但是，適當與正確的使用，才能避免

不必要的危害產生。尤其對於年幼的孩

童而言，家長更要注意藥品的存放，讓

孩童在安全的環境下，健康快樂成長。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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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狀跟我上次生病很像，可

以吃我上次剩下的藥」、「這個

網站賣的減肥藥感覺蠻有效的，可以買

一些來試試看」，這些日常情境相信大家

都不陌生，但是，這些其實都是不正確

的用藥知識。為確保民眾的用藥安全，

食藥署提出「正確用藥五不原則」，協

助大家進一步管理自己的健康：

「不聽信」他人推薦藥品
民眾偶爾會遇到親友推薦宣稱神奇療效

的藥品。提醒民眾，每個人適合的藥品

不一定相同，若有身體不適，應就醫治

療或至藥局諮詢藥事人員。

「不亂買」來路不明藥品
民眾有用藥需求，應就醫由醫師開立處

方藥，或至藥局購買指示藥，切勿購買

來路不明的藥品。尤其近年許多假借藥

商/藥局名義於網路販售藥品，這些網站

多數為非法境外網站，且從國外寄送不

法藥品來台，購買者可能違反藥事法輸

入禁藥之規定。

「不亂停藥」以避免病情惡化
民眾應依據醫囑或藥袋標示，按時服用

藥品，切勿因症狀緩和而擅自停藥，此

舉可能導致病情惡化，甚至增加後續治

療的困難。

「不共享」藥品給其他人使用
每個人的體質條件不同，即使出現相同

的症狀，合適的藥品種類和劑量也可能

不同。因此，切勿將自己的處方藥提供

他人使用，以免延誤就醫或導致不良反

應，傷了他人身體又傷感情。

「不囤積」使用剩下的藥品
有些民眾習慣看多位醫師，或是未依醫

囑服藥，導致家中留有許多藥品，更認

為可將這些藥品當成「備品」。事實

上，每次病情不一定相同，胡亂自行服

用藥品，對身體恐怕有害無益。

食藥署再次提醒民眾，每個人的身體狀

況不同，民眾若有身體不適，應就醫治

療或至藥局諮詢藥事人員，並依照醫囑

或藥事人員指示使用藥品，養成正確用

藥五不原則，才是用藥安全的不二法門。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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