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已入秋，但潮濕悶熱的天氣造成

的「汗斑」問題卻還沒解決，到底該怎

麼辦？事實上，汗斑雖然不是嚴重的皮

膚疾病，卻會在皮膚表面產生深、淺色

斑塊，影響外觀與日常社交活動，成為

不少人的困擾！有鑑於此，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特別邀請皮膚科胡

怡萱醫師，教大家如何對抗汗斑，以及

正確使用汗斑藥物來改善皮膚問題。

汗斑，真菌感染引起的疾病

胡怡萱醫師表示，汗斑是一種皮膚

感染的疾病，又被稱為「變色糠疹」，

致病原因是皮屑芽孢菌（馬拉色菌，

Malassezia）在皮膚上增生。事實上，

這種真菌平常就存在人體皮膚上，當皮

膚狀況適合皮屑芽孢菌大量增長時，就

會造成汗斑症狀。

汗斑較容易出現在出油、出汗多的

地方，因此常見於前胸、後背部位，少

數會延伸到後頸、手臂。由於皮屑芽孢

菌在皮膚增生時，會影響皮膚的黑色

素，因此可能會出現不規則形狀的咖啡

汗斑好困擾？保持乾爽才是王道！1
色或白色斑塊，並可能有輕微脫皮、粗

糙現象。

保持乾爽、勤擦汗水，避免汗斑復發

胡怡萱醫師指出，汗斑較少因為直

接接觸而傳染，但如果皮膚處於常流汗

、較悶熱的情況下，就有被他人傳染的

可能。

食藥署也提醒民眾，日常生活中若

要改善汗斑問題，或避免汗斑復發，就

要避免皮膚持續在出汗濕熱的狀態。當

皮膚流汗時，應儘速用濕毛巾將汗水擦

去，或至少把汗擦乾，不要讓汗水留在

皮膚上，若衣服被汗水浸濕時，也要儘

快更換衣物。切記！保持乾爽，才是遠

離汗斑的王道！2 0 2 2 年 1 0 月 7 日

發行人： 吳秀梅 署長

第 8 9 0期

第890期 第1頁



雖已入秋，但潮濕悶熱的天氣造成

的「汗斑」問題卻還沒解決，到底該怎

麼辦？事實上，汗斑雖然不是嚴重的皮

膚疾病，卻會在皮膚表面產生深、淺色

斑塊，影響外觀與日常社交活動，成為

不少人的困擾！有鑑於此，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特別邀請皮膚科胡

怡萱醫師，教大家如何對抗汗斑，以及

正確使用汗斑藥物來改善皮膚問題。

汗斑，真菌感染引起的疾病

胡怡萱醫師表示，汗斑是一種皮膚

感染的疾病，又被稱為「變色糠疹」，

致病原因是皮屑芽孢菌（馬拉色菌，

Malassezia）在皮膚上增生。事實上，

這種真菌平常就存在人體皮膚上，當皮

膚狀況適合皮屑芽孢菌大量增長時，就

會造成汗斑症狀。

汗斑較容易出現在出油、出汗多的

地方，因此常見於前胸、後背部位，少

數會延伸到後頸、手臂。由於皮屑芽孢

菌在皮膚增生時，會影響皮膚的黑色

素，因此可能會出現不規則形狀的咖啡

在治療汗斑問題上，胡怡萱醫師說

明，目前治療汗斑藥物以抗黴菌藥膏為

主，其中，以azole類成分藥物比較有

效，例如clotrimazole、ketoconazole、

Sertaconazole等成分。若是嚴重的患者

也可能額外使用口服藥。

單方抗黴菌藥膏，治療效果更佳

胡怡萱醫師指出，一般民眾自行購

買的皮膚藥膏多為複方劑型，可能同時

含有2~3種藥物成分，若含有類固醇成

分，擦久了反而會使皮膚變得更為脆

弱。由於汗斑致病原因來自於皮屑芽孢

菌增生，建議直接使用抗黴菌的單方藥

膏治療，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藥物治療汗斑的療程通常需要2-4

週，有時甚至會超過一個月以上。胡怡

萱醫師提醒，在治療汗斑這類型的皮膚

真菌感染時，許多人在擦藥一個星期後

就會感覺到改善，但如果要到痊癒，擦

藥仍需維持一段時間，不要因為不癢或

不適感消除就擅自停藥，應由醫師評估

治療是否完成、並予以停藥。

色或白色斑塊，並可能有輕微脫皮、粗

糙現象。

食藥署提醒，民眾若有小面積汗斑

相關症狀，可至藥局詢問藥師購買外用

藥膏（指示藥品），但若汗斑面積大或

外用藥無效時，則應儘速就醫治療。在

治療過程中，不論使用外用藥或是口服

藥，都應依照醫囑或藥師指示正確使

用，並詳閱藥品仿單（藥品說明書）、

完整使用整個治療療程，才能讓藥品發

揮最大功效，有效解決汗斑問題。

保持乾爽、勤擦汗水，避免汗斑復發

胡怡萱醫師指出，汗斑較少因為直

接接觸而傳染，但如果皮膚處於常流汗

、較悶熱的情況下，就有被他人傳染的

可能。

食藥署也提醒民眾，日常生活中若

要改善汗斑問題，或避免汗斑復發，就

要避免皮膚持續在出汗濕熱的狀態。當

皮膚流汗時，應儘速用濕毛巾將汗水擦

去，或至少把汗擦乾，不要讓汗水留在

皮膚上，若衣服被汗水浸濕時，也要儘

快更換衣物。切記！保持乾爽，才是遠

離汗斑的王道！

正確用藥
快速解決汗斑問題2

什麼是臨床研究護理
師？跟你我有關嗎？3

臨床研究護理師，顧名思義就是在

醫院中參與臨床試驗研究的護理師。當

一個新藥品要用來治療疾病、造福病人

之前，必須經過嚴謹的設計，以病人為

對象證明藥品的療效與安全性。這個過

程就是所謂的臨床試驗研究，通常需要

組隊進行。臨床試驗研究團隊是由計畫

主持人作為研究團隊的領導，而臨床研

究護理師則協助臨床試驗活動之進行，

是研究團隊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負責受試者之個案管理

食藥署解釋，在臨床試驗中，臨床

研究護理師主要負責試驗計畫之受試者

個案管理，在進入試驗前，會先協助病

人了解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在試驗期

間，協助受試者相關檢查與治療、密切

監測試驗藥物副作用、提供疾病醫療照

護與試驗藥物相關衛教、及返家後的追

蹤及諮詢等，並陪受試者走完整個臨床

試驗的過程，直到試驗結束。

合適的研究護理師需受過臨床試驗

專業訓練，且擁有足夠的試驗知識及態

度，方能獲得計畫主持人的授權。研究

護理師的工作職責是依臨床試驗計畫書

所列項目執行，在受試者部分包括：協

助招募受試者、篩選、收錄及排除條件

的評估、協助解釋及告知受試者知情同

意書的內容並取得受試者同意書、協助

安排各項檢查及定期門診、安排研究試

驗藥物給予、觀察、協助處理及紀錄受

試者發生不舒服或藥物副作用等，持續

與試驗主持人報告聯繫。

在試驗資料部分，臨床研究護理師

需要定期完成個案報告的紀錄、資料正

確轉換、資料修正及簽名等。還需要參

與研究會議、準備試驗監測訪查、實驗

室報告確認、不良反應及嚴重不良反應

資料收集與通報、確認檢體採集、運送

或保管處理等。

確保受試者權益，追求科研終極目標

臨床試驗是以病患為中心，將受試

者安全放在試驗的第一位，研究護理師

則是提供對受試者及家屬的專業照顧，

同時也期望受試者能瞭解所參與臨床試

驗的內容及過程，一起配合試驗進行。

試驗過程中有任何問題，可透過24小時

電話聯繫及諮詢，以確保受試者的安

全，同時保護受試者的權益。此外，除

了協助受試者處理身體上不舒服的問

題，同時也會照顧受試者心靈上的需

要，並視需要適時轉介到相關單位尋求

協助。

好的臨床試驗需要團隊緊密合作，

研究護理師居中扮演聯繫、溝通、諮

詢、教育的角色，並以確保受試者安全

及試驗資料完備做為首要責任，以期達

成科學研究成果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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