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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汗如雨下！女性怕香汗

淋漓，失去從容優雅；男性也怕汗流浹

背，看來十分狼狽。想要擺脫汗味戰士

及濕腋人生，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提供「止汗5叮嚀」，提醒消費者

注意產品選購及使用安全，讓您舒適清

爽過一夏：

【叮嚀1】認標示

購買前，看清楚產品外包裝是否有

完整化粧品應標示事項。

【叮嚀2】避傷口

使用前要檢查肌膚狀況，除毛、刮

毛後或肌膚有傷口、發炎等情形要

避免。

【叮嚀3】乾爽用

最佳使用止汗劑的時機是睡前或在

肌膚乾燥情況下使用，要避免在大

量流汗、散熱後使用。

【叮嚀4】限局部

使用時不可全身塗抹，

應用於腋下等易出汗部位。

【叮嚀5】不過度

止汗劑與常見的保濕化粧品、防曬

劑不同，應視情況適量使用，以避

免刺激肌膚。

食藥署強調，止汗劑屬特定用途化

粧品，製造或輸入前應取得衛生福利部

許可證，目前食藥署核准止汗劑成分有

氯化羥鋁（Aluminum Chlorohydrate）

、鋁鋯複合鹽類（Aluminum Zirconium 

salts）、氯化鋁（Aluminum Chloride）

、倍半氯化羥鋁及其衍生物（Aluminum 

sesquich lorohydrate及其衍生物）

共4種成分；而市售止汗制臭劑產品種

類多，常見的有滾珠劑（Roll on）、噴霧

劑型（Spray）、固狀劑（Stick）、乳霜劑

（Lotion、Cream）及粉末狀（Powder）

等，消費者可依使用需求及習慣選擇適

合自己的產品。

不當汗味戰士！
食藥署教您正確使用止汗劑1

另外，食藥署也提醒消費者，止汗

劑只能抑制出汗狀況，如果有大量不正

常的出汗，應立即就醫，請醫師協助治

療，切勿誤信偏方，反而可能造成肌膚

不可預知的傷害。曾經有消費者因為苦

於腋下汗味的困擾，迷信網路偏方，如

使用乾淨的生薑切片、辣椒碘酒、山藥

等擦拭腋下，進而導致腋下肌膚刺激紅

腫，因此不可不慎。

若民眾使用止汗劑若發生不良反

應，可通報食藥署建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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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w/，通報

專線：02-2521-5027）。如果想要即時

了解化粧品資訊及獲得更多化粧品知

識 ， 可 上 「 T F DA 化 粧 品 安 全 使 用 」

Facebook粉絲團，隨時掌握第一手的化

粧品安全選購及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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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常因為長期姿勢不良或運動

傷害，造成急性或慢性的組織損傷，如

肌腱及筋膜發炎，進而影響日常活動。

食藥署解釋，肌腱及筋膜組織因為所含

的血管較少，組織內的血液循環較差，

一旦受傷或發炎，修復速度相對較肌肉

慢，如果因為日常生活習慣或其他因素

導致無法充分靜養，容易造成長期累積

性的損傷，不易根治，進而造成日常生

活上的不適及困擾。

非侵入式治療，可舒緩網球肘、足
底筋膜炎

「骨科用體外震波治療」是一種非

侵入式治療方法，有舒緩疼痛的效果，

臨床上常用於治療鈣化性或非鈣化性肌

腱炎、網球肘、高爾夫球肘及足底筋膜

舒緩疼痛好幫手！
認識骨科用體外震波治療儀2

炎等軟組織傷害或

疾病，也可用於治療骨折癒合不全。

震波治療的原理是利用電液壓、電

磁或壓電效應產生攜帶能量的壓力波，

將能量傳遞至須治療的組織上。根據震

波產生的型態可分為聚焦式震波和發散

式震波。一般來說，聚焦式震波傳遞的

震波能量較為集中，適合治療較深層的

組織；發散式震波適合治療位置較淺、

面積較大的區域，醫師可依患者症狀選

擇適當的震波類型。提醒民眾，在接受

震波治療前應與醫師充分溝通，以確認

自身狀況是否適用。接受震波治療後，

可能會發生治療部位紅腫、瘀血及疼痛

等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大約數天後會慢

慢緩解，如仍未改善，應立即尋求醫師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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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能量的壓力波，將能量傳
遞至須治療的組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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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種類繁多，更與民眾的生

活緊密相依，從常見的口罩、血氧機、

OK蹦，到牙科植入物、心臟瓣膜植入物、

人工水晶體等都是醫療器材的一種。除

了醫療器材的製造過程，在儲存與運送

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因為碰撞或溫度等

管理操作不當，而影響醫療器材品質。

為了確保醫療器材於製造業者交付

販賣業者後之流通過程品質得以維持，

食藥署推動「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準則

(GDP)」，完善醫療器材生命週期管理制

度，保障民眾取得有品質保證的醫療器

材。

強化醫材供應鏈管理，民眾使用更
安心

食藥署自2014年起推動醫療器材

GDP，持續透過輔導性查核，協助販賣

醫療器材GDP，
確保醫材品質有保障！3

骨科用體外震波治療儀屬於醫療器

材，上市前須申請查驗登記取得許可

證，始得輸入或製造。如需查詢醫療器

材許可證產品相關資料，可至食藥署網

站之許可證資料庫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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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建立運銷系統，並於每年舉辦業者

研習會及主題性論壇等，完善醫療器材

販賣業者之管理。配合醫療器材管理法

實施，食藥署於2021年3月18日公告45

品項清單，自2023年5月1日起，持有公

告品項（如：心血管支架、玻尿酸植入劑

、人工水晶體、子宮內避孕器等）許可

證之醫療器材販賣業者及其授權輸入之

醫療器材販賣業者，應建立醫療器材優

良運銷系統，符合醫療器材優良運銷準

則之規定，經檢查合格取得運銷許可。

食藥署透過運銷業者檢查，強化醫

材供應鏈管理，讓民眾使用醫療器材更

安心。若欲檢查取得運銷許可之醫療器

材商相關資訊，可至本署網頁（www.f-

da.gov.tw）之業務專區>醫療器材>醫療

器材優良運銷準則（GDP）專區>醫療器

材優良運銷準則（GDP）之業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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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之不良反應，請至藥物食品化粧品

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http://qms.f-

da.gov.tw）或撥打不良反應通報專線: 

02-23960100通報。

醫療器材優良運銷
準則(GDP)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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