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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膝蓋疼痛說掰掰！認識人工膝關節1
「哎啊！我的膝蓋好痛！」隨著年

齡增長，部分長輩膝蓋退化或發炎情形

愈趨嚴重。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

署）指出，由於膝關節退化，關節腔間

隙變窄、骨頭碰撞，導致關節活動時疼

痛，甚至變形，嚴重時可能無法站立或

行走。初期疼痛時，可經由復健、藥

物、關節腔注射等治療緩解，當治療無

效或嚴重影響生活時，則可能需要置換

人工膝關節。

人工關節置換術，分為全部或部分
置換

所謂的人工膝關節，主要是置換並

取代損傷的關節面，並依據關節耗損程

度，進行全部或部分人工膝關節置換

術，其中部分膝關節置換之術後傷口

小、恢復快，但僅適用單側關節受損且

韌帶無損傷之病患。人工膝關節的組成

為大腿骨金屬套、小腿骨金屬平台、塑

膠墊片及塑膠膝蓋骨，現今設計多考量

人體工學可貼合膝蓋解剖構造，降低異

物感。

使用年限有多長？塑膠墊片是關鍵
在組合套件中，塑膠墊片為使用年

限及再置換之關鍵，常見材質為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平均可使用10至15年，另

有墊片以高度混合連接製造或加入抗氧

化維他命E以提高耐磨耗性。食藥署提

醒，選擇適合的人工膝關節，須由醫師

進行臨床評估，針對病情、職業、生活

習慣做多方考量，術前應充分溝通，並

遵循醫囑進行術後復健。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膝關節屬於醫

療器材，上市前須申請查驗登記取得許

可證，始得輸入或製造。民眾可至食藥

署網站之許可證資料庫查詢（http://w-

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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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

如有發現醫療器材不良品或使用醫療器

材時/或之後發生不良反應，請至藥品醫

療器材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

（http://qms.fda.gov.tw）或撥打不良

反應通報專線：02-23960100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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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為國人十大死因之一，依據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計，全國約有

200多萬名病友。糖尿病及其所引發的

併發症影響國人健康不容小覷，若血糖

控制不當，可能導致血脂異常、心肌梗

塞、腎病變等併發症。因此，如何正確

使用降血糖治療用藥十分重要。

口服降血糖藥由於服用方便，無需

忍受皮肉之痛，因此成為糖尿病患者的

主要治療用藥。食藥署提醒口服降血糖

藥的三大注意事項，確保民眾安心用

藥，穩定血糖不飆升：

一、遵照醫囑服用藥品: 

使用磺醯尿素類（Sulfonylurea）、

Meglitinide類等降血糖藥品，以飯

前 30分鐘服用效果佳，服用後要特

別注意發生低血糖的副作用；雙胍

類藥品（Biguanides）建議於餐後

立即服用，以減少腸胃道不適；甲

型葡萄糖苷酶抑制劑藥品（α-glu-

cosidase inhibitor）的最佳服用時

機則是與碳水化合物同時服用。服

藥前應按照醫師或藥師指示，或依

照藥品說明使用，包括服藥時間、

劑量與服用方法等。

二、注意藥品副作用 : 

使用口服降血糖藥品未進食，可能

會出現低血糖副作用，一旦有低血

糖症狀（如冒汗、心悸、頭暈、無

力、發抖等），應立即服用2塊方

糖或喝半杯（約120c.c .）含糖飲

料，每10分鐘一次，直到症狀改

善，如未改善，則須立即就醫。少

數服用口服降血糖藥者，會有胃部

不適或皮膚疹等相關副作用，應儘

快回診，與醫師討論用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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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降血糖藥
三大重點要掌握2

三、不聽謠言、不吃來路不明的藥品 : 

坊間流傳「長期服藥容易傷腎」

「吃久了，藥量會不斷增加」等說

法，導致患者有錯誤觀念，在血糖

控制穩定後，擅自將藥品減量或停

藥。如此可能造成血糖控制不穩，

易引起併發症、甚至使病情惡化。

此外，不少長輩聽信旁人介紹購買

來源不明的偏方藥品，都可能延誤

病情與傷身。

忘了吃藥...需要補服嗎?

第920期 第2頁



勤洗手、避生食
有效對抗諾羅病毒！3
諾羅病毒，可說是最常引起病毒性

腸胃炎的病毒之一！它的傳染力與傳播

力快速且廣泛，僅約1至10個病毒顆粒就

可能致病。諾羅病毒主要透過糞口途徑

傳播，例如接觸患者污染的水或食品、

與患者密切接觸，或吸入患者嘔吐物產

生之飛沫而感染。另外，若生蠔或文蛤

等貝類水產品遭諾羅病毒污染其生長水

域，民眾又生食或未澈底加熱，就可能

發生嘔吐、水樣腹瀉、肌肉酸痛、倦怠

等食品中毒症狀。

小心食用貝類，澈底加熱最安全
特別注意的是，酒精無法殺死諾羅

病毒，因此，在製備及烹調食材之前，

務必先用肥皂確實洗手，才是預防諾羅

病毒感染的不二法門。

此外，應慎選食材來源，並將生、

熟食分開處理，避免交叉污染，食品也

要充分加熱後再食用，尤其是貝類，應

避免生食，煮到殼開後、滾一會兒再享

用，才能有效預防諾羅病毒食品中毒。

不論是製備食品的餐飲從業人員，

或自行在家烹調的民眾，應注意自己的

健康管理，並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若

已感染諾羅病毒或出現疑似症狀，建議

使用0.1%漂白水消毒環境，被嘔吐物或

排泄物污染的環境建議使用0.5%漂白水

消毒，也應在身體症狀解除至少48小時

之後，才可以從事接觸食品的工作。

食藥署提醒，預防食品中毒，記得

「洗鮮分熱存」五要：要洗手、要新鮮

、要生熟食分開、要澈底加熱、要注意

保存溫度」與二不：不要飲用山泉水、

不要食用不明的動植物。如此才能在大

啖美食之餘，吃得安心又放心。

若有疑似症狀，先用漂白水消毒環境

食藥署提醒，糖尿病病人應遵照醫

師醫囑服用藥品，並注意服用時間，隨

時留意血糖變化。別忘了，控制糖尿病

有賴於飲食、運動和藥品三者配合，也

應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規律作息。民

眾也可上食藥署「藥博士，正藥說FB粉

絲團」，強化用藥正確認知！若有任何

用藥問題，也可諮詢專業藥事人員，讓

用藥安全獲得更大保障。

環境消毒
建議使用0.1%漂白水

被嘔吐物或
排泄物污染的環境
建議使用0.5%漂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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