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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内容

1. 介紹安全用藥小貼士及藥物的分類

2. 探討常見用藥迷思、毒品的最新趨勢和謬誤

3. 學習辨識濫藥問題，協助孩子遠離毒害



活動前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a8Azoz0HLN3sOOV96MHwMf-hyY_luHozxmedrqUxjIVtna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a8Azoz0HLN3sOOV96MHwMf-hyY_luHozxmedrqUxjIVtnag/viewform


容易接觸到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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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藥房



藥房與藥行的分別

藥房 藥行

使用「藥房」名銜 √ x

使用「Rx」標誌 √ x

當值藥劑師駐店 √ x

可配發醫生處方藥物（在藥劑師
監督下）

√ x

銷售藥劑師專售的受管制藥物 √ x

銷售一般藥物，如傷風感冒藥 √ √



藥物分類

第一類藥物

這類藥物必須在註冊藥劑師監督下按醫生處方配售，例如降血壓藥、抗糖尿病藥和鎮靜劑，這些處方藥是用

來治療嚴重疾病，不正確的劑量或使用不當，可能會危害健康。 Prescription Drug 處方藥物

第二類藥物

這類藥物不需要醫生處方，但必須在註冊藥劑師指導及監督下銷售。這類藥物必須謹遵其用法和用量使用，

以免危害健康。Drug under Supervised Sales 監督售賣藥物

第三類藥物

這類藥物可以在沒有藥劑師駐守的藥房或藥行銷售，例子包括傷風藥、退燒藥和止痛藥。這類藥物通常用於

治療或舒緩輕微病癥，而其副作用也較少。儘管如此，市民必須謹記，這類藥物如使用不當，也可能帶來不

良副作用。如有疑問，請向你的醫生 查詢，而不應自行胡亂用藥。



安全使用藥物
的重要性

呀仔好似病病
地…..自己買藥
俾佢食???



安全使用藥物的重要性
✔ 藥物要使用得當才可發揮治療功效

✔ 避免引起不良藥物反應 
✔ 在未能對症下藥的情況下而服藥，有可

能延誤病情 
✔ 善用多管齊下的生活調適方法，可減低

用藥的數量及份量，避免副作用。



蘋果日報 2009/03/15

兩歲女疑誤服抗抑鬱藥

【本報訊】繼前日屯門一名3歲女童懷疑誤

服精神科藥物，昨晚黃大仙采頤花園又有

一 名 兩 歲 女 童 懷 疑

誤 服 家 中 的 抗 抑 鬱 藥，被 家 人 發 現

昏倒廳間地上，報警送院急救後，情況嚴

重，留醫兒童深切治療病房醫生提醒家長

兒童誤服藥物後果嚴重，應小心存放藥物

，避免小童觸及。

https://hk.appledaily.com/news/art/20090315/12494549



東網 ON.CC 2019/02/15

粗心父餵錯藥　1歲女誤服蟑螂藥

致心肌肝腎損傷

湖北武漢28歲趙先生，周二（12日）剛起床後，迷糊

間對1歲女兒誤餵蟑螂藥，導致心肌及肝腎輕度損

傷

https://hk.on.cc/hk/bkn/cnt/cnnews/20190215/bkn-20190215010643859-0215_00952_001.html



常見用藥迷思

呀仔好似病病
地…..自己買藥
俾佢食???



1.「服藥越多越快好！」 

•劑量太小，達不到治療目的
•劑量太大，有可能會引起藥物中毒

•服用經過醫生的診斷才處方的藥物
•跟據醫療指示服藥



傷風咳自己買藥得唔得?



2. 服西藥喝果汁行不行？

• 服藥最好用清水，以免飲品中的
酸鹼值或類黃酮素影響藥效甚至
產生毒性



2. 服西藥喝果汁行不行？

• 不建議配茶喝

• 茶葉中含有單寧酸及生物
鹼，例如咖啡因，會引起酸
鹼反應，不利吸收且影響
藥效



• 部份藥物表面有特殊塗層

• 保護胃部或避免藥丸遭胃酸侵蝕
，胡亂磨碎會影響藥效。

3.可否弄碎藥片才服用？ 



•切 開 藥 丸 是 較 可 取 的 做 法

•一般藥丸如中間有橫紋，
     代表可以切開一半

•並非所有藥丸皆宜切碎，特別是長效
藥，恐防影響藥效

3.可否弄碎藥片才服用？ 



4. 膠囊是不是藥的一部分？因為有
些孩子吞不下去，可以不吃嗎？

膠囊是…

•保護藥物的藥性不被破壞

•保護消化器官和呼吸道



4. 膠囊是不是藥的一部分？因為有
些孩子吞不下去，可以不吃嗎？

可打開膠囊 不可打開膠囊

• 保健藥 • 抗生素:
    腐蝕或者灼傷食道
• 腸溶性膠囊: 
     藥粉在胃中就被吸收，
     達不到藥效
• 和緩釋性膠囊:
     藥效不能慢慢釋放



5. 弄濕了的藥丸，可不可以曬/
吹乾/用微波爐烘再吃？ 

受潮後藥性已改，
不宜再用。



6. 忘了服藥可以補吃嗎 ？ 

症狀緩解的藥品
(如：止痛劑、鎮咳劑)

治療或預防的藥品
(如﹕高血壓、糖尿病用藥) 

• 忘了服藥沒有關係 • 在短時間內想起立即服用

• 接近下次服藥時間(超過兩次服藥時間
的中點)，則跳過不用，下次恢復正常時
間服藥   

• 除非有醫師特別指示，勿使用雙倍量



8:00 12:0010:00

此時可補服 此時不建議補服

正常服
藥時間

正常服
藥時間

二次給藥
時間中點

注意！！下次服藥時使用正常劑量
切勿服用二倍劑量  



　　

7. 現在醫生給我的藥丸是一排排的，每粒都用鍚紙
封實的 (以前樽裝，沒有封紙)，我可否拆開封紙，將
藥丸放在藥盒？

• 鍚紙包裝有防止太陽照射及防潮作用

• 鍚紙包裝上一般清楚印有批號及有效日期



　　

7. 現在醫生給我的藥丸是一排排的，每粒都用鍚紙
封實的 (以前樽裝，沒有封紙)，我可否拆開封紙，將
藥丸放在藥盒？

• 分配到散裝藥物，應存放在密實袋/密實盒

• 藥盒並非完全密實，防潮作用不大

• 應盡量將藥物保存在原本的包裝內，
      有需要時才取出



8. 我有一罐仍未開封的止痛藥，但有效期 
(Expiry date)將至。想問一般過了保質期是否仍
可服用？存放於雪櫃可否保效長些時間？

• 一般原樽或排裝藥物，有效日期 
(Expiry date)會列印在包裝上

• 未開封並不代表保質期可延長



8. 我有一罐仍未開封的止痛藥，但有效期 
(Expiry date)將至。想問一般過了保質期是否仍
可服用？存放於雪櫃可否保效長些時間？

有效日期是…
•廠方可保證在有效日期前藥物品質
，包括有效成份的流失率、毒性、含
菌量及外觀有所保證

•過了有效日期，服用後有可能出現
反效果



9.「抗生素」病徵消失是否就可以停用?
抗生素是…

•治療細菌感染

•可以殺死細菌或使其停止繁殖

•不同種類的抗生素可用作治療不同的細
菌感染。



9.「抗生素」病徵消失是否就可以停用?

不適當使用抗生素…

•引致耐藥性

•當細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蟲等微
生物發生改變，使用於治療所引起
感染的藥物變得無效



10. 保健食品， 一定對身體有益無害！

保健食品 - 介於食品與藥品之間

•攝取過量濃縮成分，若人體沒用到，營養素將累
積在內臟、無法代謝，久了也會產生毒素， 影響
肝臟、腎臟



10. 保健食品， 一定對身體有益無害！

• 均衡飲食，已可提供身體所需的各種養份

• 未必每一種「保健食品」都經過大規模的科學研
究去確定它的功效及副作用 



毒品

毒品=藥物？

毒品的定義：
- 非治療用途 
- 具成癮性
- 通常為精神科或麻醉類藥物

或

《危險藥物條例》附表所列明的藥物



香港最新吸毒情況（2020年）

● 被呈報的21 歲以下吸毒者人數 : 525 （較2019年上升6%）  
● 學生佔被呈報青少年吸毒人數 : 35% (較2019年上升9%）  
● 反映青少年吸毒有增加的跡象

資料來源 :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香港最新吸毒情況





可卡因

俗稱: 可樂、汽水、滴滴

類別: 興奮劑

產地: 南美洲（哥倫比亞）

來源: 源自古柯樹的樹葉

醫療用途: 不常用(局部麻醉)



霹靂可卡因

•加入梳打粉和水

•火燒時會產生爆裂聲

•純度介於75%至100%之間

•抽菸方式較快使毒品抵達腦部，只需10秒
便產生快感

•但快感只歷時15分鐘

•十分容易成癮

•成癮機會遠較一般的可卡因猛烈、強勁



可卡因吸食方法

1.鼻腔吸入

2.溶於水中，再用針筒注射

3.加入煙草中吸食(霹靂可卡因)



吸食可卡因後...

•異常歡欣的感覺

•心跳及血壓上升

•敏感、多疑

•焦慮或驚惶

•被迫害的感覺

•肌肉抽痛、眩暈、手震

•暴躁

•妄想

•記憶受損

•情緒失調

•精神病患

長期效果



卡痛（Kratom）

資料來源：立場新聞



卡痛（Kratom）

- 學名：帽柱木鹼

- 2021年8月13日被列入《危險藥物條例》附表一

- 帽柱木鹼是一種名為美麗帽柱木的植物的主要化合物，如被濫用

，或會出現噁心、便秘、尿頻、食慾不振、癲癇、幻覺及斷癮徵狀等

身體反應。

- 不法商家稱卡痛可以：舒緩疼痛、提神醒腦

- 原用於戒藥癮治療，為海洛英的替代品



如何辨識子女是否濫用藥物

1. 情緒極度不穩定

2. 明顯食慾的下降

3. 尿頻，並有尿道炎症狀

4. 經常感到疲倦、精神恍惚或反應遲緩

5. 經常索取金錢



如懷疑子女有毒品問題

1. 切勿 
• 自行處理 
• 責難子女 
• 逃避  

2. 正視子女吸毒背後的原因，例如： 
• 是否受朋輩影響 
• 遇上學業問題  

3. 關心和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教導子女 
• 有關毒品的禍害 
• 如何面對逆境，不要誤以為吸毒能解決問題  

4. 應迅速尋求協助



❑ 切勿自行更改份量或停止服藥

❑ 若不按時服藥，就難以控制病情

❑ 不要隨意換藥

❑ 切勿互相使用處方藥物 

安全用藥守則



❑ 用藥後如有不良反應，應立即停藥
，盡快攜同所服藥物求診 

❑ 覆診時…

• 告訴醫生服藥後的反應

• 如實報告醫生少吃多吃的份量

安全用藥守則



❑從不同食物中吸收各種營養和維他命 
安全用藥守則



維他命C

建議每日攝取量

男性：90毫克

女性：75毫克

資料來源：明報



過量服用維他命的壞處

過度服用份量 過量服用可能出現的症狀

維他命B1 >3000mg 頭痛、不安、脈搏加速

維他命B6 >2000mg 神經永久受損

維他命C >2000mg 肚瀉、胃氣、腎結石

維他命E >2000mg 頭痛、疲倦、嘔心、肚瀉

只要有均衡的飲食，從食物中攝取的維他
命已經足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並不需

要服食額外的維他命



家庭教育小遊戲 - 藥物標籤



如何閱讀藥物標籤



藥物標籤

如有不明白或核對出錯誤，
請立刻向配藥員、藥劑師或醫生查詢

✔ 藥物名稱 
✔ 用途 
✔ 每日服用次數 
✔ 每次服用劑量 
✔ 服用方法 

✔ 預知的副作用 
✔ 療程時間 
✔ 如忘記服藥的安排 
✔ 儲存方法 
✔ 可否跟飯餐服藥 



藥水劑量

• 5 毫升 (ml) = 1 標準藥匙 (5ml spoonful)

• 2.5 毫升 = 半標準藥匙

• 7.5 毫升 = 1.5 標準藥匙 
• 10 毫升 = 2 標準藥匙等 



家庭教育小遊戲 - 藥物標籤



依時服藥

❑ 簡單藥物記錄：可於服藥後在當天的日曆上加上記號 

❑ 配合日常生活：將服藥時間安排與一些生活習慣一起
進行



依時服藥
❑ 擺放藥物地點：當眼而安全的地方 

❑ 鬧鐘提示



依時服藥

❑ 飯前食: 飯前起碼半小時
飽肚食: 剛剛吃完飯；
飯後服: 餐後一至二小時 

❑ 遇有些藥丸每次只需服半粒，需
助孩子用餐刀輕輕分成兩半，方
可讓他服食 



配藥 / 購買藥物 

✔ 必須到有標誌的藥房和有藥劑
師駐場的藥房 

✔ 必須張貼駐店藥劑師的執業證
書和相片 

✔ 堅持選購醫生處方的「牌子」 

✔ 購買藥物後，必須向藥劑師了解
清楚藥物的服用方法 



安全儲存藥物守則



✔ 藥物應存放在陰涼及乾爽地方(理
想溫度是攝氏25°C) 除特別註明，
不應放在廚房浴室或雪櫃内

✔ 大部份藥物都不宜在雪櫃內貯存
，因為有些藥物經雪凍後容易受
潮，導致影響藥性和藥效 

安全儲存藥物守則



✔ 藥物應存放在兒童看不到及接觸不
到的地方，最好放在高於1.5米或以
上的位置

✔ 藥物要獨立存放，與食物分開儲存

✔ 藥物應存放在有正確標籤的容器内
，服藥後亦應該將藥物放回有正確
標籤的藥袋內

安全儲存藥物守則



✔ 口服與外用藥物應分開放置

✔ 若需要切割藥丸的話，注意最好
只切割當時所需分量，並不要一
次過切割大量藥丸，因為經切割
的藥丸可能會較易變質

安全儲存藥物守則



✔ 定期檢查藥箱中藥物有效
✔ 日期

✔ 已過期的藥物、已變質的藥物 
(變色/發出異味)、標籤變得模糊
的藥物及已開蓋一個月的眼藥
水、眼藥膏都不應繼續使用。

安全儲存藥物守則



安全儲存藥物守則

• 棉花的作用: 減少藥物於運送期間所受的撞擊力

• 藥樽開封後棉花有機會吸收更多濕氣，建議市民
應該丟掉棉花

打開藥樽的時候，內有棉花，
應怎樣處理?



1. 建立正確的藥物觀念

家庭是預防子女濫藥問題的第一度防線，
父母應該以身作則

透過日常生活，教導子女自小養成正確 使
用藥物的價值觀及習慣。

在家庭推行藥物教育的重點



方式１：運用相片教導藥物是什麼，以及使用原則

不可以隨意食用不明來歷的東西!



方式２：運用相片及配對教導藥物的分類



方式３：

使用相關影片分辨安全使用藥物的行為



方式4：使用工具學習藥物知識



2. 發展生活技能

父母可為子女樹立良好的榜樣，協助子女
自小培養健康生活的習慣。

自小教導子女明辨是非，以積極的態度去
面對生活的逆境及困難。

在家庭推行藥物教育的重點



3.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助抗衡朋輩或潮流文化
的影響，有助減低子女濫藥的危機。

父母與子女應自小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
聆聽子女的心聲及意見

在家庭推行藥物教育的重點



4. 防患於未然

父母必須重視藥物教育的需要，時刻裝備
自己，增加自己對濫用藥物的課題的認識

在家庭推行藥物教育的重點



如對該藥物有不明白的地方

✦請立刻向配藥員、

✦藥劑師或醫生查詢

溫馨提示



Q & A
活動後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XmdXOBsZEJZFRHdH0482PTyR6b1afoUOKx-2iQbxsUiEvJ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XmdXOBsZEJZFRHdH0482PTyR6b1afoUOKx-2iQbxsUiEvJw/viewfor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