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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爆發後，

傳染病流行的當下人人自危，不僅是政

府的防疫措施一波接一波，民眾的防疫

意識也都逐漸提升，對此，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藥劑科劉美沁藥師

建議，大家平時除了減少出入公共場所

、進入密閉空間時配戴口罩、增加社交

距離之外，還可以用消毒好幫手—酒精

這麼做。 

「最有效的個人防疫措施就是勤洗

手、注意環境清潔與澈底消毒」，劉美

沁藥師說明，在環境清潔與消毒中，值

得一提的就是酒精，不僅是因為它優異

的消毒能力，也是由於其不可忽視的危

險性。

到底酒精有什麼危險呢? 

酒精，其純物質學名乙醇，高度易

燃液體和蒸氣，可能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平時生活使用時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⑴平時貯藏酒精時，盡量以玻璃瓶密封

和小容量包裝為主，請遠離火源及避免

直接日曬，置於通風良好處，蓋緊容器，

儲存於25°C以下。

⑵若需要稀釋分裝酒精時，應注意分裝

處所需維持通風與遠離火源。

⑶使用酒精時：「擦抹」比直接噴灑更好，

對物品表面的消毒作用更完整，同時也

大大降低了火災的風險。注意避開眼睛，

可以戴眼罩或面罩防護，避開有傷口處

的手指、皮膚及嘴唇等黏膜部位。若出現

過敏刺激時請停止使用。若不慎與眼睛

接觸，立刻以大量清水洗滌後洽詢醫療。

酒精消毒 
    抹比噴更有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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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固有養生飲食文化與膳食習慣，

常將可供食品使用中藥材用於日常料理

或藥膳產品中，如：枸杞、黃耆及紅棗

等都是常見的養生藥膳食材。但大家知

道平時您所食用的藥膳食材，要如何辨

識真、偽、優、劣嗎?

以國人常用於食補的耆類藥材為例，

市面上販售的種類有分成黃耆與紅耆二

⑷小孩須由成人輔導使用酒精，平常放

置於兒童觸摸不到之處。

⑸空的容器可能含有有毒、易燃，可燃

、爆炸性的殘留物或蒸氣。不要切割、

或再使用空容器，除非對危險能採取適

當防範。

⑹高濃度消毒酒精不可內服。

如何自行配置消毒用酒精？

95%酒精與水的比例4：1混和，即可！

而且酒精濃度介於70~78%就有效，不

一定要稀釋到剛剛好喔！

種，用途分類雖都屬於補益藥（補氣），

但在口感、味道及效用上還是有些許差

異，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特

地介紹一些簡易的鑑別技巧，如觀察藥

材表皮顏色及型態等，可以讓大家快速

學會如何區分這兩種藥材，經比較後發

現二者差異點如下：

劉美沁藥師提醒，要落實個人防疫

措施，除了注意環境清潔與消毒以外，還

有勤洗手和正確配戴口罩。如果在不方

便以清水洗手時，可以使用75%酒精乾

洗手或是用上述方法，自行稀釋95%酒

精使用喔！

此外，在選購這兩味耆類藥材時可

注意其色澤，品質較好的斷面外圈會呈

現白色或淺黃，中心鮮黃色，如藥材中

心出現黑心和空心裂隙等樣態，其新鮮

度和品質則較堪慮。

近年來，國人養生保健意識高漲，

為確保民眾購買可供食用藥材的正確性，

食藥署除出版《易混淆及誤用中藥材鑑

別圖鑑》，以供各界參考外，並多次在

衛生福利部舉辦的「中藥材辨識研習會」

加強宣導推廣，以提供民眾區分之參考，

讓大家吃得更安全又健康。

黃耆或紅耆？ 
    聞豆腥味就對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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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少、傷口小、恢復快」！醫學

診察與治療技術日新月異，使用內視鏡

影像檢查，可以在較小傷害的情況下，

形同體內器官影像診斷的神器，有些內

視鏡更可搭配內視鏡手術器械，進行採

樣組織或切除異物，達到手術的功能，

既能縮短病人的住院天數，也能有效改

善治療後的生活品質。

在分類方面，內視鏡基本上可分為

硬式、軟式及電子式共3大類。

⑴硬式內視鏡

是利用一連串的透鏡，把影像傳送

回目鏡或螢幕，需要搭配保護套使用，

可以保護內視鏡不受損害，主要功能是

製造可供內視鏡或其附件進入體腔的微

小創口。

⑵軟式內視鏡

其鏡管具有可扭轉或彎折的特性，

多利用光纖來傳遞影像及外部光源。

我國固有養生飲食文化與膳食習慣，

常將可供食品使用中藥材用於日常料理

或藥膳產品中，如：枸杞、黃耆及紅棗

等都是常見的養生藥膳食材。但大家知

道平時您所食用的藥膳食材，要如何辨

識真、偽、優、劣嗎?

以國人常用於食補的耆類藥材為例，

市面上販售的種類有分成黃耆與紅耆二

⑶電子式內視鏡

在內視鏡的頭端部裝載發光二極體

作為光源，並搭配攝像元件拍攝觀察部

位，再經由訊號傳輸線傳送回專用影像

處理器處理後，在顯示器上顯示影像。

內視鏡頭端部設計多個工作管腔，除

照明觀察外，可搭配其附件藉由內視鏡

伸入體內或使器材的使用上更多元化，

增進其功能及臨床應用範圍。內視鏡的

應用範圍很廣，包括：胃腸道、呼吸道

、泌尿道、女性生殖系統、腹腔、關節

腔、胸腔及羊膜腔等部位。

種，用途分類雖都屬於補益藥（補氣），

但在口感、味道及效用上還是有些許差

異，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特

地介紹一些簡易的鑑別技巧，如觀察藥

材表皮顏色及型態等，可以讓大家快速

學會如何區分這兩種藥材，經比較後發

現二者差異點如下：

此外，在選購這兩味耆類藥材時可

注意其色澤，品質較好的斷面外圈會呈

現白色或淺黃，中心鮮黃色，如藥材中

心出現黑心和空心裂隙等樣態，其新鮮

度和品質則較堪慮。

近年來，國人養生保健意識高漲，

為確保民眾購買可供食用藥材的正確性，

食藥署除出版《易混淆及誤用中藥材鑑

別圖鑑》，以供各界參考外，並多次在

衛生福利部舉辦的「中藥材辨識研習會」

加強宣導推廣，以提供民眾區分之參考，

讓大家吃得更安全又健康。

內視鏡和附件皆屬於醫療器材，可

至食藥署網站的許可證資料庫查詢（

http://www.fda.gov.tw＞醫療器材＞資

訊查詢＞業務專區＞醫療器材許可證資

料庫＞西藥、醫療器材、特定用途化粧

品許可證查詢作業）。另外，如果使用

前、後發現內視鏡品質不良或有不良反

應，請向食藥署建置的全國藥物不良反

應通報中心通報（藥物不良反應通報專

線02-2396-0100，網站：https://adr.f-

da.gov.tw/Manager/WebLogin.aspx）。

影像檢查神器
   — 內視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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