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週報第784期

2 0 2 0 年 9 月 2 5 日
發行人： 吳秀梅 署長

歡 迎 訂 閱
電 子 報

提到與指甲相關的疾病，許多人首

先會想到灰指甲！對此，彰化基督教醫

院皮膚部主治醫師邱足滿說明，灰指甲

的醫學名稱是甲癬，是指甲受到黴菌感

染而導致變色、變形、質地改變，最常

見的致病菌是皮黴菌，但顏色不一定是

灰色，反而常見黃、黑、白色等等，但

要注意的是，並非指甲出現變形、變色

就是甲癬喔。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提

醒，指甲的疾病並不容易診斷，很多狀

況都易與甲癬混淆，如乾癬指甲、指甲

失養症、運動摩擦造成變厚變色、外傷

、指甲下方腫瘤、指甲逆生等等，一定

要諮詢皮膚科專科醫師，才能得到正確

的診斷和治療。

什麼人容易得到甲癬？

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會增

加黴菌感染風險，而且因為血液循環不

好、感覺神經變遲鈍，很容易因為甲癬

的存在形成難以癒合的傷口，甚至發生

蜂窩性組織炎。

⑵免疫抑制的患者：例如愛滋病患者、

洗腎病患、器官移植的患者。

⑶肥胖

⑷抽菸

⑸年老

⑹和職業有關：需要長時間穿鞋，如不透

氣防水鞋之類的工作，有許多中學生長時

間穿著皮鞋、布鞋，也是高風險族群。

⑺不合腳的鞋子，導致趾甲反覆受到外

力不良影響。

⑻遺傳的體質：具有某些特定基因的人

容易得到黴菌感染，主因是體質比較無

法清除黴菌感染。

⑼指甲美容不當

指甲變色就是灰指甲？醫生教您怎麼辦 (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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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感染了灰指甲該如何根治呢？

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主治醫師邱足滿

指出，目前治療灰指甲的用藥，包括口

服、外用、雷射和拔掉指甲等方式，分

別介紹如下。

⑴口服藥：藥物經由肝臟代謝，須檢測

肝功能指數變化；有些藥物會和其他藥

物產生交互作用，使用要小心，而有些

藥物則不建議充血性心臟衰竭的患者使

用。在肝功能檢查方面，必須在服藥前

和服藥數週後各檢測一次。口服藥物的

治療期：一天１次，手指甲感染需連續

服用４2天，腳趾甲則是８4天。

治療甲癬首先該怎麼做？

⑴診斷是否為甲癬是最重要的

⑵治療方式要考量嚴重度

⑶是否有其他疾病（特別是糖尿病）

⑷肝腎功能是否正常

⑸是否正在服用其他藥物、是否會藥物

交互作用

⑹是否曾經發生過蜂窩性組織炎

⑵外用藥物：因為指甲板結構較難穿透，

所以治療甲癬的藥劑有比較特別的指甲

油劑，透過溶劑快速揮發的作用提升藥劑

濃度、穿透指甲板殺黴菌，每週一次，腳

趾甲需要持續９-１2個月，怕吃藥或有禁

忌症的人可選用此法。但每次擦新的藥

劑前，必須先磨掉上週的藥膜。

⑶雷射：許多外國研究利用雷射的光熱

效應殺黴菌、促進指甲生長速度，但療

效不如上述兩類治療，若想自費嘗試請

尋求合格的醫療機構治療。

⑷拔掉指甲：如果拔除指甲後，指甲生

長環境仍充滿黴菌的話，結局仍是再復

發，而且傷口照護是個問題。要注意的

是，糖尿病、血液循環較差、凝血功能

差的人不適用。

治療甲癬時也要治療足癬，口服藥

可兩者兼具，有些患者身上可能有不同

部位受到黴菌感染，如：臀部、胯下、

身體、四肢，若採用口服藥物治療可一

網打盡。此外，日常生活要盡量保持患

部乾爽，才能避免有利於黴菌生長的環

境，進而幫助治療成功率。

哪些因素會影響甲癬治癒率？

⑴甲癬嚴重程度

⑵以前是否有過甲癬感染

⑶家人是否也有類似感染症而沒有接受

治療

⑷病人合併其他疾病的狀況，例如糖尿

病血糖控制情形

⑸病人當下其他用藥的狀況

⑹病人是否服藥規則、正確擦藥

⑺病人是否提供皮膚、指甲（趾甲）乾爽

、乾燥的環境

邱足滿醫師建議，民眾在公眾場合

要穿著適合的鞋子，不要打赤腳，並保

持腳的涼爽和乾燥，而指甲也要修剪成

適當長度，不宜過長或太短，平時要穿

充分吸汗的襪子，清洗時可用６0℃以上

的水溫洗４5分鐘，鞋子則可用臭氧來殺

菌。食藥署提醒，萬一家人有足癬和甲

癬，也應該同時治療，並考慮使用外用

抗黴菌藥物預防再度感染。

指甲變色就是灰指甲？
醫生教您怎麼辦 (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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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運動後或身體缺水、感到疲勞

時，我們的體溫會產生變化，長期的體

溫量測，有助於監測體溫隨時間的連續

性變化，了解影響體溫的差異及可能因

素。除了用紅外線額溫或耳溫槍立即測

得體溫之外，使用貼片型腋溫量測器，

可在受測者處於休息或睡眠時，長時間

連續測量體溫變化，以便記錄及追蹤，

適用於居家嬰幼兒、老人照護或發燒監

測喔。

食藥署說明，此類醫療器材的組成

包含感測貼片，藉由醫療用雙面膠將其

萬一感染了灰指甲該如何根治呢？

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主治醫師邱足滿

指出，目前治療灰指甲的用藥，包括口

服、外用、雷射和拔掉指甲等方式，分

別介紹如下。

黏貼於受測者腋下，以接收溫度傳導（量

測時皮膚須保持乾燥，以免汗水影響量

測結果），而經量測後讀取受測者體溫的

方式，除了將貼片插回主機座，以主機

螢幕顯示體溫數值外，有部份腋溫感測

貼片，可直接透過無線連接已預載App

的行動裝置，進行資料傳輸。
 

食藥署提醒，使用此類器材時應避

免靠近電磁波設備（如微波爐），否則將

影響量測結果，而體溫量測的數值僅供

參考，並不具備診斷功能，如果身體有

任何不適，或對體溫變化有所疑慮，還

是要立即洽詢醫師。

貼片型腋溫量測器屬於J.2910臨床

電子體溫計的第二等級醫療器材，消費

者選購時可參考「醫材安心三步驟，一

認、二看、三會用」。先「認」識產品為

醫療器材；再「看」清楚外包裝有沒有

載明醫療器材許可字號；最後在使用前

詳讀產品的使用說明書，正確使用醫療

器材才安心。目前經食藥署核准的醫療

器材，可於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查詢

系統（食藥署首頁／業務專區／醫療器材

許可證資料庫／西藥、醫療器材及化粧

品許可證查詢作業），以中、英文品名或

製造廠名稱等關鍵字查詢。

⑴口服藥：藥物經由肝臟代謝，須檢測

肝功能指數變化；有些藥物會和其他藥

物產生交互作用，使用要小心，而有些

藥物則不建議充血性心臟衰竭的患者使

用。在肝功能檢查方面，必須在服藥前

和服藥數週後各檢測一次。口服藥物的

治療期：一天１次，手指甲感染需連續

服用４2天，腳趾甲則是８4天。

⑵外用藥物：因為指甲板結構較難穿透，

所以治療甲癬的藥劑有比較特別的指甲

油劑，透過溶劑快速揮發的作用提升藥劑

濃度、穿透指甲板殺黴菌，每週一次，腳

趾甲需要持續９-１2個月，怕吃藥或有禁

忌症的人可選用此法。但每次擦新的藥

劑前，必須先磨掉上週的藥膜。

⑶雷射：許多外國研究利用雷射的光熱

效應殺黴菌、促進指甲生長速度，但療

效不如上述兩類治療，若想自費嘗試請

尋求合格的醫療機構治療。

⑷拔掉指甲：如果拔除指甲後，指甲生

長環境仍充滿黴菌的話，結局仍是再復

發，而且傷口照護是個問題。要注意的

是，糖尿病、血液循環較差、凝血功能

差的人不適用。

治療甲癬時也要治療足癬，口服藥

可兩者兼具，有些患者身上可能有不同

部位受到黴菌感染，如：臀部、胯下、

身體、四肢，若採用口服藥物治療可一

網打盡。此外，日常生活要盡量保持患

部乾爽，才能避免有利於黴菌生長的環

境，進而幫助治療成功率。

哪些因素會影響甲癬治癒率？

⑴甲癬嚴重程度

⑵以前是否有過甲癬感染

⑶家人是否也有類似感染症而沒有接受

治療

⑷病人合併其他疾病的狀況，例如糖尿

病血糖控制情形

⑸病人當下其他用藥的狀況

⑹病人是否服藥規則、正確擦藥

⑺病人是否提供皮膚、指甲（趾甲）乾爽

、乾燥的環境

邱足滿醫師建議，民眾在公眾場合

要穿著適合的鞋子，不要打赤腳，並保

持腳的涼爽和乾燥，而指甲也要修剪成

適當長度，不宜過長或太短，平時要穿

充分吸汗的襪子，清洗時可用６0℃以上

的水溫洗４5分鐘，鞋子則可用臭氧來殺

菌。食藥署提醒，萬一家人有足癬和甲

癬，也應該同時治療，並考慮使用外用

抗黴菌藥物預防再度感染。

測體溫變化
腋下貼片新選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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