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禿頭、落髮是許多人的困擾，因此市

面上有大量養髮產品，而近期「雷射生

髮帽」更是討論熱烈。生髮帽能否真的

改善禿頭、掉髮？使用上又有哪些注意

事項？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邀請皮膚科診所院長徐常捷醫師，解答

大眾對於生髮帽的常見疑惑。

生髮帽原理，以低能量雷射刺激毛囊

徐常捷醫師表示，生髮帽的原理是

藉由低能量雷射（Low-level laser ther-

apy）刺激毛囊細胞粒線體產生ATP（三

磷酸腺苷），讓比較弱的毛囊較易得到

血流與能量，進入生長期，進而開始生

長毛髮，是一種輔助毛髮生長的工具。

臨床上，常遇到患者自行購買生髮

帽使用後，效果不如預期來求診。徐常

捷醫師說，落髮的成因非常多，例如雄

性禿、女性落髮、遺傳性落髮、休止期

落髮、圓禿等非疤痕性落髮，生髮帽是

一項有助於頭髮治療的工具，但通常需

要配合其他治療方式，才能達到理想的

效果；如果是外傷、感染發炎造成的疤

頭頂大危機！請問醫師：生髮帽真的有效嗎？1
痕性落髮，需要治療造成發炎感染的原

因，使用生髮帽則沒有效果。此外，如

果是休止期落髮，身體狀況回復後，毛

髮常常會自然生長，不一定須要額外使

用生髮帽。

生髮帽可能有效，但勿過份期待

徐常捷醫師提醒，生髮帽是輔助改

善落髮的工具，但不是對每一種落髮都

有效果，民眾應有正確認知，避免過分

期待。未確認掉髮原因就使用，反而可

能耽誤治療的黃金時機。落髮如同其他

疾病，應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不變的

定律，況且掉髮的治療中，頭髮喚醒及

生長常常需要耗時半年以上，如果方向

錯誤就會耽誤治療先機。

食藥署也建議民眾，在使用生髮帽

前，先諮詢醫師確認落髮原因，再依醫

師指示的使用頻率使用，並可能與其他

外用藥物、營養補充配合使用，多管齊

下改善落髮；如經醫師確認可使用生髮

帽，使用時應遵循產品使用說明書，並

避免眼睛直視生髮帽的光源，以免損傷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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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例如光過敏、特殊免疫疾病、使用

特殊藥物不能照光、使用過抗癌藥物

等族群，在使用前務必請醫師確認身

體狀況，是否能使用生髮帽，避免自行

使用。懷孕婦女由於安全性評估資料不

足，也建議先由醫師評估。如果有長

斑、皮膚敏感、脂漏性皮膚炎等與光能

有關的皮膚問題，使用生髮帽可能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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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署也建議民眾，在使用生髮帽

前，先諮詢醫師確認落髮原因，再依醫

師指示的使用頻率使用，並可能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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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改善落髮；如經醫師確認可使用生髮

帽，使用時應遵循產品使用說明書，並

避免眼睛直視生髮帽的光源，以免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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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的真正原因，並聽從醫師指示來進行

治療，才是解決掉髮的根本之道。

至於日常生活有哪些方式可以改善

落髮？徐常捷醫師建議，飲食均衡、睡

眠充足、心情放鬆，加上正確的清潔方

式，只要做到這幾項基本原則，不論是

哪一種落髮，都具有改善的效果。

生髮帽是醫療器材，購買前先查詢是否

合法

食藥署提醒，雷射生髮帽屬於醫療

器材，需要有衛生福利部的醫療器材許

可證，民眾購買前可至食藥署「西藥、

醫療器材及化粧品許可證查詢」查詢網

頁 （ h t t p s : / / i n f o . f d a . g o v. t w / M -

LMS/H0001.aspx），確認欲購買的生髮

帽是否為有許可的合法產品，切勿自行

購買來路不明產品使用，以免造成財產

與健康的損失。

特殊體質請注意！
避免使用生髮帽2

涼夏沙拉好爽口！

食藥署：衛生安全更重要！3
炎炎夏日中，清涼爽口的蔬果沙拉

特別受消費者青睞！但是，食品未經烹

煮殺菌，在處理及保存上就要更加謹

慎，否則很容易孳生細菌，引起食品中

毒。

李斯特菌，藏在沙拉裡的危險份子

食藥署分析近五年（106-110年）來

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紐澳

、日本、越南和香港等國家及區域發布

的國際食品安全警訊，發現約有六成與

微生物相關，其中又以單核球增多性李

斯特菌（下稱李斯特菌）占最大宗。在涉

及李斯特菌的食安警訊中，包含：蔬果

類產品、含生菜類產品（三明治、捲餅

、漢堡）、水果等，不可不慎。

食用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而感

染李斯特菌症者，臨床症狀可能包括：

噁心、嘔吐、持續發燒、肌肉酸痛、嚴

重頭痛和頸部僵硬等，而免疫力不佳的

族群則有致死風險。美國疾病管制及預

防中心估計每年有1,600人感染李斯特菌

症。我國「傳染病防治法」已於107年將

「李斯特菌症」列為第四類法定傳染

病，感染此症的高風險族群包括孕婦、

新生兒、65歲以上老人及免疫力較弱

者。

監控製程、妥善保存、儘速食用最安心

食藥署提醒，食品會因製程管控不

良、貯存不當及販賣場所的衛生狀況不

佳等而孳生微生物，因此，食品業者必

須謹慎控管產品製程與保存，並注意環

境清潔，以維護品質與商譽。而消費者

在採購蔬果沙拉時，應注意販賣環境衛

生，購買後應儘速食用完畢或置於適當

溫度保存。希望民眾在享受美味的同

時，也要做個聰明的消費者，切勿一昧

追求清涼爽口而忽略了生食的風險。

有關李斯特菌之檢驗方法相關資

訊，可查閱食藥署官網首頁>業務專區>

研 究 檢 驗 > 公 告 檢 驗 方 法 （ 網 址 ：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

?sid=103）。更多有關「李斯特菌」食

品中毒介紹及預防方法，請查閱食藥署

官網(網址：ht tp : / /www. fda .gov-

.tw/TC/siteContent.aspx?sid=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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