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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冠脂妥（Crestor 10mg）降血脂藥物

遭仿冒事件掀起了不小風波，您是否害怕自己

服用藥物的來源而不知如何因應正確用藥呢? 

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特別邀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陳立奇副策略長向民眾

說明正確使用高血脂藥品的觀念。 

冠脂妥（Crestor）為降血脂藥品，可以降低血液中壞的膽固醇 LDL 和三酸

甘油脂 TG，同時也可以增加血液中好的膽固醇 HDL，高血脂症一旦產生，一開

始可以從飲食及生活作息來調整，但若有心血管疾病（如中風、心肌梗塞或糖尿

病）、或生活型態無法降低膽固醇者，醫師就會開立降血脂藥物。如果經醫師診

斷治療需服用降血脂藥物時，請不要任意停藥，否則可能會造成血膽固醇上升，

醫師定期會再做詳細的檢驗，視情況決定調整藥量。 

「要怎麼確定自己的冠脂妥是否為正品呢?」，廠商全面進行冠脂妥藥品在地

區醫院、診所、藥局及藥商的所有效期內批號藥品收回，及全面盤點區域醫院及

醫學中心之冠脂妥藥品，並自 3月 9日

起將具防偽圖章之新品送至地區醫

院、診所及藥局，至 3 月 15 日已送達

全國 3,092 家次，約計 12 萬 2,000 盒，

該公司網站亦公布取得新品之醫療機

構及藥局，以利民眾查詢。民眾可至原取得藥品之醫療機構，抑或就近於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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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之社區藥局，進行退換藥。 

新版的「冠脂妥」在盒身增加防偽字樣「EXCHANGE」供民眾辨認。若民

眾對於所持有的冠脂妥有疑慮時，也可以攜帶藥品詢問藥師，藥師皆會提供正確

辨識方式，千萬不要自行停止服用藥物，除了洽詢專業醫療人員外也可以撥打食

藥署為民服務專線 02-27878200。 

提醒您，正確用藥三步驟 1.遵照醫囑 2.

按時服藥，勿貿然停藥 3.有問題詢問專業

醫療人員。全民皆應瞭解自身藥品，一同

守護用藥安全。 

二、 冠狀動脈血管支架 保命救心！ 

心臟疾病高居臺灣 10 大死因第 2 名，僅次於癌症。其中「冠狀動脈心臟病」

不僅危險性高，病例數量也因人口老化及國人飲食西化而逐年增加，症狀較輕者

可採用藥物治療，嚴重者則可能需要做血管繞道手術，或進行「冠狀動脈氣球擴

張術」，甚至置入「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來治療。 

「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為第三等級醫療器材，多由不鏽鋼、鈷鉻合金或鎳鈦

合金等金屬材質製成，亦有廠商開發可吸收材質支架。冠狀動脈血管支架外觀為

細小的管狀物，撐開後為一環狀網構造，有不同長度與直徑規格可使用，在關鍵

時刻保命救心。 

其置放方式是先利用氣球擴張撐開血管狹窄處，再將置於氣球導管上的支架

引導至血管患部，利用氣球擴張將支架在該處固定，並取出氣球。由於支架對狹

窄處提供支撐力，可讓血管保持管徑的擴張狀態，減少血管壁回縮或血管內層剝

離，可維持血管之血流暢通。當支架置入血管後，大約 1 至 3 個月後會被新生的

血管內膜覆蓋，不需手術取出，而是永久留在病患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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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臨床上應用的心血管支架，主要可分為「裸金屬支架」與「塗藥金屬支

架」兩大類。裸金屬支架為上面沒有塗藥的支架，塗藥金屬支架則在支架上塗有

防止血管再狹窄的藥物。臨床經驗發現，支架置入後血管會產生反應，使血管平

肌細胞增生，往支架的網狀空間中生長出新的血管硬化組織。若置入的是裸金屬

支架，半年內約有 20~30%患者會有再狹窄的機率。為了克服此問題，塗藥支架

因而問世，塗藥支架藉由支架塗佈藥物（如紫杉醇）的作用，可以抑制血管平滑

肌細胞增生，進一步降低血管再狹窄的機率，但仍有其風險，例如：比起一般裸

金屬支架，可能會產生較多晚期血栓之類的併發症，必須由專科醫師詳細評估，

再決定採用何種支架。 

要注意的是，冠狀動脈血管支架可提供患者開刀外的另一種選擇，雖可改善

症狀，但亦有其風險，包括可能有出血、心律不整、腦中風、心肌梗塞、腎功能

惡化、過敏休克、死亡等併發症，在選用前一定要先與醫師溝通、並經醫師詳細

評估。 

患者完成植入支架後，務必要遵循醫囑服用抗血栓藥物，至於可否從事耗費

體力的活動？則需和醫師討論，並應依醫囑按時回診追蹤。若患者有必要進行核

磁共振造影檢查時，務必告知醫護人員，曾經植入支架，以利評估該檢查是否會

造成支架移位，如果是可進行條件式核磁共振檢查的支架，也須依循產品仿單（說

明書）所載之核磁共振參數條件設定。 

食藥署提醒，病患若對產品有疑慮可立

刻諮詢醫師，並至食藥署網站之許可證資料

庫，查詢產品相關資訊（連結：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 http://www.fda.gov.tw>

醫療器材>資訊查詢>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粧品許可

證查詢作業）。若術後發生醫療器材引起之不良反應，可向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

報中心反映（藥物不良反應通報專線 02-2396-0100；網站：http://adr.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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