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口語化宣導教材 

~~正確使用指示藥與成藥~~ 

藥品標示要看清，詢問藥師最安心 

（初稿） 

能力一 做身體的主人 

一般民眾在身體有輕微不適時（一般感冒、腸胃不適、疼痛等），

這些常見小病症，可以先到社區藥局購買指示藥或成藥來緩解症狀，

同時在使用藥品方面更應謹慎，且在醫師或藥師指示下使用才安全。 

一、 預防勝於治療 健康資訊多留意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平日能均衡營養飲食、規律作息、適當

運動且保持良好心情就是預防疾病最佳良方。利用比較正確的

資訊管道多留意健康及正確用藥訊息，透過書籍、圖書館、網

路、醫師、藥師及專業的醫藥團體，學習正確的健康知識，一

般而言，來自電視、報紙的健康資訊錯誤率較高，需特別小心；

來自專業醫學團體或醫院的資料較科學，但並不是百分之百沒

有問題，最好能主動向專業醫療人員（如醫師、藥師）或社區

藥局諮詢。 

二、 謹慎判斷再決定 來路不明不亂買 

對於獲得的健康及用藥資訊不能盡信，要謹慎判斷再決定。應

知道藥品其副作用或使用的風險性，購買藥品應至有藥師執業

之藥局購買才安心。切記不買來路不明的藥品，遵守「不聽、

不信、不買、不吃、不推薦」原則。 

三、 嚴重症狀應就醫 長期使用要評估 

使用藥品後要注意症狀是否有好轉，如果症狀變得更為嚴重，

發生副作用或不良反應，如藥品過敏等症狀(如:皮膚紅疹、眼

睛紅腫或灼熱感等不適症狀、嘴唇腫、喉嚨痛、口腔潰爛、發



燒等)，應儘速就醫。使用藥品時，無論是醫生開的或社區藥局

購買的藥品都不建議長期自行使用，應有專業的醫師或藥師定

期評估才安全。 

四、 詢問醫師或藥師 安全用藥有保障 

每個人的症狀、體質都有所不同，不要使用別人的藥品（醫療

資源充裕、藥品非禮品不可以亂送）。在就醫或購買藥品時應針

對自身症狀向醫師、藥師詢問及討論，選擇適合目前需要的藥

品來使用，並詢問藥品使用的注意事項。購買藥品應依照「看

懂藥品標示五問」詢問藥師及檢視自己是否清楚藥品標示。 

能力二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看病或到社區藥局購買藥品時，要向醫師或藥師說清楚自己的身體狀

況： 

一、 目前不舒服症狀、何時開始？ 

二、 有沒有對藥品或食物過敏，是否有喝酒或特殊飲食習慣? 

三、 有沒有其他疾病，例如心血管、腸胃道、肝臟、腎臟或家族遺

傳疾病。 

四、 從事開車或操作機械等需要專心的工作。 

五、 女性需告知是否懷孕、正準備懷孕或正在哺餵母乳。 

六、 若已經服用其他藥品（西藥、中藥、成藥）或保健食品，應主

動告知，以避免重複用藥。 

能力三 看清楚藥品標示 

購買及使用藥品前，應先看清藥品外盒說明、說明書（仿單）及

注意下列事項，有任何不清楚一定要再主動詢問： 

一、 認識藥品分級制度：為了您的用藥安全，一般市面上的藥品是

依照藥品的安全性高低分成三級即「處方藥、指示藥、成藥」，



了解藥品分級制度讓我們在使用上更安心。 

(一) 「處方藥」：須由醫師診斷，需要醫師處方、藥師調劑後而使

用的藥品 

使用的安全性須特別注意，必須經由醫師診斷後，開立處方

箋，由藥師調劑給藥，並指導用藥方法及注意事項。例如心臟

病、高血壓、糖尿病與抗生素等用藥。 

(二) 「指示藥」：不需要醫師處方箋，但須由醫師、藥師指導使用 

使用上比處方藥安全，不需要醫師處方，可在社區藥局購買，

但是須有醫師或藥師指示，並依照藥品說明書的方法用藥。例

如某些止痛藥、胃腸用藥與綜合感冒藥等。 

(三) 「成藥」：民眾可以自行購買使用，使用前應閱讀藥品說明書 

使用上比指示藥安全，藥理作用緩和，不需要醫藥專業人員指

示，但民眾使用前仍需閱讀藥品說明書與標示。例如某些昆蟲

咬傷、一般外傷、止癢的皮膚軟膏與外用液劑等。 

二、 名稱及外觀：確認藥品的外觀形狀、顏色等，是否與外盒或藥

品說明書（仿單）描述的一樣，外包裝是否完整。 

三、 藥品用途（適應症）：藥品的用途是否與自己的疾病或症狀相

符。 

四、 使用方法：服藥前應按照醫師或藥師指示，或印在藥品外盒、

藥品說明書（仿單）的使用方法，包括服藥時間、每次劑量與

服用方法。建議再次向藥師說出自己認為的使用方法，確認是

否正確。 

五、 注意事項、副作用或警語：看清楚外盒、藥品說明書上寫的注

意事項，了解藥品使用後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或警語。應保留藥



品外盒及說明書，或服用前可先請教醫師或藥師。建議再次向

藥師說出自己認為的注意事項、副作用處理方式，確認是否正

確。 

(一) 不要服用超過醫師、藥師指示或藥品標示的使用劑量，服藥後

有不適症狀或過敏反應（例如皮膚紅疹、嘴唇或眼皮水腫、呼

吸困難等）應立即停藥就醫。 

(二) 患有肝、腎疾病或其他重大疾病之患者，服用藥品前，應先請

教醫師或藥師。 

(三) 同時使用多種藥品會增加產生副作用及交互作用的風險，尤其

是合併使用同類或同成分的藥品。 

(四) 除非有醫師指示或藥師建議，3 歲以下兒童（綜合感冒藥則是

6 歲以下），不建議自行使用藥品。 

(五) 抗生素類藥品是處方藥，切勿自行至社區藥局購買，需有醫師

專業診斷後，選擇針對病症最適當的抗生素治療，且一定要依

照醫師、藥師用藥指示按時服藥，並服用完整個抗生素的療

程，切勿因症狀有所改善而自行停藥。 

(六) 若持續使用指示藥及成藥 3 天以上，症狀仍未改善，應儘速就

醫。 

六、 保存期限和方法： 

(一) 一般建議保存於乾燥通風陰涼處，不要放在陽光下，或是放

在浴室、廚房等濕熱的地方，除非藥袋或容器上有特別標示要

冷藏的藥品，例如:糖尿病患者需施打的胰島素、少數的眼藥

水或肛門栓劑等，須置於冰箱冷藏室中。 

(二) 藥品應存放於兒童不容易取得地方，以免兒童當糖果誤食。 



(三) 藥品應盡量保持原包裝完整，否則容易受潮，最好不要分裝，

才能確保藥品的品質以免影響效用，同時要保留藥品完整保裝

容器、藥袋或藥品說明書，並注意藥品的保存期限。 

七、 家中過期、不需使用的藥品處理：若已過期、變質或變色的藥

品不要使用，切記遵守勿隨意亂丟、勿倒入水槽、勿沖入馬桶

等原則，應以廢舊藥處理步驟處理。 

(一) 將剩餘藥水倒入夾鏈袋中（或用過的塑膠袋綁緊）。 

(二) 用水沖洗藥水罐，沖過藥水罐的水也要倒入夾鏈袋中。 

(三) 將剩餘的藥丸從包裝（如鋁箔包裝、藥袋等）中取出，讓藥

丸集中在夾鏈袋裡。 

(四) 將家中泡過的茶葉、咖啡渣或用過的擦手紙，和藥水藥丸混

合在一起。 

(五) 將夾鏈袋密封起來，就可以隨一般垃圾清除。 

(六) 將乾淨的藥袋和藥水罐依垃圾分類回收。 

八、 除留意外盒上的用藥注意事項外，要看外包裝有沒有衛生福利

部核准的藥品許可證字號：如對藥品有疑慮，可上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置之「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粧品許可證

查詢系統」，查詢藥品核准字號。 

網址：http://www.fda.gov.tw/MLMS/H0001.aspx 

路徑：首頁→業務專區→藥品→右方「資訊查詢」→藥物許可

證暨相關資料查詢作業→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粧品許可證

查詢。 

能力四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一、 服用藥品應按醫師或藥師指示並詳讀外盒說明、藥品說明書（仿

單）標示的用法、用量及服用時間，建議再次向藥師說出自己



認為的使用方法，確認是否正確。 

二、 服用藥品時，應了解藥品適應症，以及服用方法及時間，如有

特殊服用方法，請向醫師、藥師確認清楚。口服藥品應以適量

的溫開水服用（不要以葡萄柚汁、牛奶、茶、果汁、咖啡等飲

料搭配服用）。藥品各項劑型的使用方法： 

(一) 發泡劑：需溶於水後服用。 

(二) 懸液劑：服用前先振搖均勻，應使用所附量器取藥量，並依

說明書之用法用量服用，勿將整瓶藥水一次飲用完畢。 

(三) 散劑及粒狀：成人應配溫開水並依指示服用；兒童服用藥粉

則需倒入溫開水攪拌均勻、完全溶解後再依指示服用。餵食老

人或兒童時注意其不被嗆到，須於清醒狀態下餵食，並確認藥

品確實服下。 

(四) 外用皮膚製劑：請均勻塗抹於清潔後患部，勿大面積塗抹。 

三、 服用時間，如： 

(一) 一天三次：三餐飯後。 

(二) 一天四次：三餐飯後與睡前。 

(三) 如有特殊使用方法及劑量請詢問醫師或藥師。 

(四) 忘記服藥： 

1. 如果很快想起就立刻補服。 

2. 如果已經接近下次服藥時間才想起，於下次服藥時服用 1 次

的藥量就可以，勿服用 2 倍藥量。 

四、 服用期間（期限） 

(一) 醫師所開立的處方藥，請依照醫師、藥師及藥袋的說明服用

完所有藥品，除非醫師、藥師有特別指示停止服藥的時機。 

(二) 社區藥局所購買的指示藥或成藥，請特別詢問藥師何時可以



停藥及是否有使用天數的限制（可以使用多久）。 

能力五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生病找醫師，用藥找藥師。 

一、 有任何醫療或用藥的問題，一定要積極主動詢問醫師或藥師，

為自己的健康及用藥的安全把關。 

二、 平日多留意生活圈附近可以使用的醫療資源（如醫院、診所、

社區藥局等）位置、聯絡方式及如何運用，最好能找尋適合自

己的家庭醫師、家庭藥師做為健康顧問。 

三、 至社區藥局自行購買藥品時，應至有藥師執業之合法藥局購

買，並向藥師諮詢，主動將醫師或藥師諮詢電話記錄在自己的

電話簿，以方便日後諮詢。 

四、 同時服用多種藥品（含中藥、保健食品）可能會發生交互作用

的風險，例如綜合感冒藥併用預防血栓藥品和非類固醇消炎止

痛藥，可能會增加出血的風險，因此用藥前諮詢醫師或藥師是

最好的辦法，有任何醫藥疑難問題也可撥打電話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