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人外出旅遊時，常有暈車或暈

船的情形，為改善暈眩症狀，可以選擇

服用暈車藥。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提醒民眾，使用暈車藥應謹記下

列三大要訣，教您安全用藥，旅途更安

心 ：

一、掌握用藥時機，遵循藥品仿單（說

明書）使用

暈車藥成分主要分為第一代抗組織

胺及東莨菪鹼（scopolamine），使用前應

仔細閱讀藥品仿單，並遵循指示使用，

並注意用法用量及相關注意事項，避免

過量使用。 

⑴第一代抗組織胺：使用時間建議於搭

車前30～60分鐘服用，其中，dimen-

hydrinate的藥效較短，作用時間約6-8

小時，必要時，可於持續搭乘交通工具

或症狀出現再行服用；meclizine的藥效

較長，通常一天只需要服用一次。

⑵東莨菪鹼：通常以複方藥品形式搭配

抗組織胺或咖啡因，服用時機也是在搭

車前30～60分鐘。該成分有適合長途旅

暈車藥怎麼吃？三大秘訣學起來！1
行用的貼片劑型，至少搭車前4小時貼於

身體，如耳後等較無毛髮處，最長可以

使用72小時。

二、不自行併服其他藥品 

暈車藥中的抗組織胺成分也是感冒

藥常用成分，因此使用暈車藥時，不可

自行併服用感冒藥，以免出現過量情

形。此外，東莨菪鹼對於中樞神經系統

具有抑制作用，若併用鎮靜劑或安眠

藥，可能會加重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抑制

情形。

三、五大族群勿自行購買使用

針對兒童、孕婦及本身有氣喘、青

光眼或攝護腺肥大等慢性病病人，欲服

用暈車藥，應先經醫師評估後開立處方

並遵醫囑使用，不應自行購買服用。因

為暈車藥可能引起嗜睡或注意力不集中

等副作用，因此，服藥後不宜駕駛或操

作危險器械。 

食藥署提醒，民眾在長時間搭乘交

通工具前，應睡眠充足，並攝取清淡飲

食；如擔心暈車者，搭乘時可選擇較舒

適的座位，例如前座；車內應保持空氣

流通，且儘量不在搖晃顛簸的車上或船

上閱讀、使用手機，以降低暈眩發生。

另外，暈車藥的選擇取決於旅行的長短

以及個人的反應，如果不知道如何選擇

合適的藥品，請諮詢社區藥局藥事人

員，讓您在外出時更加舒適與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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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會笑掉牙齒」聽起來像是一

句戲謔的話，其實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裝戴活動假牙的

人口比例越來越高，想在日常生活或是

重要場合中，避免不穩固假牙造成的尷

尬情形，善用假牙黏著劑非常重要。食

藥署提醒，透過黏著劑能夠提供假牙額

外的固持力和心理上的安慰，更能讓長

者開啟自信新生活！

正確使用假牙黏著劑的六大步驟

開始使用假牙黏著劑前，應先徵詢

牙醫師的專業意見，可避免因為過度依

行用的貼片劑型，至少搭車前4小時貼於

身體，如耳後等較無毛髮處，最長可以

使用72小時。

二、不自行併服其他藥品

暈車藥中的抗組織胺成分也是感冒

藥常用成分，因此使用暈車藥時，不可

自行併服用感冒藥，以免出現過量情

形。此外，東莨菪鹼對於中樞神經系統

具有抑制作用，若併用鎮靜劑或安眠

藥，可能會加重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抑制

情形。

賴或濫用假牙黏著劑而造成細菌滋生。

正確使用假牙黏著劑有六大步驟：

食藥署提醒，購買假牙黏著劑時，

請牢記醫材安心三步驟「一認、二看、

三會用」：第一要先「認」識假牙黏著

劑是醫療器材，第二是在購買時「看」

清楚包裝上是否刊載「醫療器材許可證

字號」及「廠商名稱、地址、品名、製

造日期」等完整資訊，第三則是使「用

三、五大族群勿自行購買使用

針對兒童、孕婦及本身有氣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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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危險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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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前，應睡眠充足，並攝取清淡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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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且儘量不在搖晃顛簸的車上或船

上閱讀、使用手機，以降低暈眩發生。

另外，暈車藥的選擇取決於旅行的長短

以及個人的反應，如果不知道如何選擇

合適的藥品，請諮詢社區藥局藥事人

員，讓您在外出時更加舒適與安心。

」前務必詳閱產品使用說明書並正確使

用及保存。

有關醫療器材相關資訊，民眾除了

可向醫師詢問之外，如需查詢醫療器材

許可證相關資料，可至食藥署網站搜尋

（路徑：食藥署網站首頁http://www.f-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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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若發現不

符規定或品質不良的醫療器材，或因使

用醫療器材引發嚴重不良反應，請立即

至食藥署「藥品醫療器材食品化粧品上

市後品質管理系統（ht tp : / /qms . f -

da.gov.tw）」通報。

將假牙內側面用牙刷和清水洗淨並擦

乾。

去除口內的黏著劑和食物殘渣，可用

毛巾或紗布沾溫水擦拭較易清潔。

取少量假牙黏著劑塗布於假牙的內側

面。

將假牙放入口腔定位，用手輕壓假牙

數秒，讓假牙黏著劑均勻散開。

用紗布將溢出的假牙黏著劑擦拭乾淨。

晚上睡覺前應將假牙取下，並以溫水

將假牙上的黏著劑和食物殘渣清潔乾

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假牙不穩好煩惱？
您可以善用黏著劑！2

第885期 第2頁



「真的會笑掉牙齒」聽起來像是一

句戲謔的話，其實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裝戴活動假牙的

人口比例越來越高，想在日常生活或是

重要場合中，避免不穩固假牙造成的尷

尬情形，善用假牙黏著劑非常重要。食

藥署提醒，透過黏著劑能夠提供假牙額

外的固持力和心理上的安慰，更能讓長

者開啟自信新生活！

正確使用假牙黏著劑的六大步驟

開始使用假牙黏著劑前，應先徵詢

牙醫師的專業意見，可避免因為過度依

賴或濫用假牙黏著劑而造成細菌滋生。

正確使用假牙黏著劑有六大步驟：

食藥署提醒，購買假牙黏著劑時，

請牢記醫材安心三步驟「一認、二看、

三會用」：第一要先「認」識假牙黏著

劑是醫療器材，第二是在購買時「看」

清楚包裝上是否刊載「醫療器材許可證

字號」及「廠商名稱、地址、品名、製

造日期」等完整資訊，第三則是使「用

」前務必詳閱產品使用說明書並正確使

用及保存。

有關醫療器材相關資訊，民眾除了

可向醫師詢問之外，如需查詢醫療器材

許可證相關資料，可至食藥署網站搜尋

（路徑：食藥署網站首頁http://www.f-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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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若發現不

符規定或品質不良的醫療器材，或因使

用醫療器材引發嚴重不良反應，請立即

至食藥署「藥品醫療器材食品化粧品上

市後品質管理系統（ht tp : / /qms . f -

da.gov.tw）」通報。

孕媽咪失眠怎麼辦？

食藥署：儘速就醫更安心！3
根據台灣睡眠醫學學會調查顯示，

全台約有十分之一人口受慢性失眠症所

苦；另有研究發現，女性出現睡眠困擾

的機率高於男性，這可能和女性生理期、

懷孕、更年期的生理及荷爾蒙變化有關。

食藥署提醒，孕媽咪如有失眠困擾，應

儘速尋求醫師診治，如經醫師診治評估

確有服用藥品需要，始由醫師開立鎮靜

安眠藥，孕媽咪應遵照醫囑服用，切勿

自行服藥或拖延治療；亦不宜自行將親

友的安眠藥拿來服用。

安眠藥為醫師處方藥，孕期服用應更

謹慎

常見的鎮靜安眠藥多屬第三級、第

四級管制藥品，且均為醫師處方藥。依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規定，第一級至第

三級管制藥品須由醫師開立專用處方箋，

民眾須憑身分證明簽名領受。

食藥署再次提醒，孕媽咪在使用藥

品時要看清藥袋標示、清楚用藥方法、

服藥時間、服用劑量及服用方式；如欲

停用鎮靜安眠藥，須與醫師討論，切勿

自行停藥，否則容易產生戒斷症候群或

反彈性失眠。服用安眠藥後，應立即準

備就寢，避免其他活動，以免發生跌倒

等危險狀況。

另外，為了改善孕媽咪的睡眠問題，

食藥署建議，平時應保持正常規律的生

活作息、飲食，以及做好自我壓力調節，

還可嘗試隔絕噪音、調整燈光及室溫、

維持舒適的睡眠環境等。唯有經過醫師

專業評估及培養良好的睡眠習慣，才能

有效改善睡眠障礙，重拾一夜好眠！

第885期 第3頁



出版年月：2022年9月2日 創刊年月：2005年9月22日 刊期頻率：每週一次

刊    名：藥物食品安全週報 出版機關：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電   話：02-2787-8000地    址：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號 GPN：4909405233 ISSN：1817-3691

編輯委員：李明鑫、許朝凱、林蘭砡、李婉媜、潘香櫻、吳正寧、宋居定、林美智
劉淑芬、吳宗熹、林炎英、李啟豪、楊淑真

美術編輯：郭儀君

第885期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