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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中藥用藥安全與藥事服務品質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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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摘  要 

 

研究目的： 

建構中藥用藥安全環境的執行策略包含有提升藥品品質與專業素養，而策略

的推動與宣導則須經由加強中藥教育方能培育足夠的專業之中藥相關執業人員

以達成強化中醫藥醫療與照護品質的目的。隨著全球的趨勢，現今當務之急則需

了解現行中藥執業人員之中藥相關專業養成教育訓練課程與現代化臨床知識與

技能之結合性需求，繼而推展重點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並藉由建立教、考、用的

溝通平台，以活絡中藥用藥安全環境的建構與策略。 

研究方法： 

本計畫為達成加強中藥用藥安全與藥事服務品質教育目的，首先提供中藥現

代化資訊宣導，來加強藥事相關從業人員之專業素養與服務品質；資訊宣導的實

施乃經由實施持續教育課程以及資訊網站來進行。前述所需宣導之資訊則為專家

諮議會議研擬需優先加強之課題。而教、考、用溝通平台的建立則藉由意見回饋

問卷的實施來分析中藥相關執業人員的課程需求與建言，意見彙整後再經由專家

諮議會議進行教、考、用的溝通與政策推動之研議。 

結果與討論： 

1. 本計畫所辦理之課程研擬專家諮議會議出席的專家委員共十六位，會中委員們

推薦需優先加強之課題有 27個重點單元，且一致認為教育為百年大業，建議

本年度計畫應以概述介紹為原則，使用語言應以一般民眾能理解的語言進行，

避免艱澀文字，使學員們能達到最好的吸收效益，且可立即應用於藥事服務與

病患指導。 
2. 持續教育課程的實施分別於 98年 8 月 8、9、22、29、30以及 9/6先後於台北

市、高雄市、雲林縣辦理三場”中藥管理與品質”系列研習會，所提供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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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灣藥學會或臺灣臨床藥學會認證之藥事人員持續教育課程，共 27學分，

出席各場次培訓課程之學員累計共有 439人次(含 160位藥師、125位藥劑生、

154中藥從業與其他相關人員)。 
3. 於各場次針對學員年資、教育程度以及對中藥相關問題之看法進行實地訪視與

問卷實施，共計有 311份問卷回收。其中，11.9%表示未曾修習過中藥相關學

分課程，而表示有意願再修習中藥學分課程比例有 43.1%。且若以每年執業所

需完成之 24小時持續教育課程前提，認為中藥相關持續教育課程應以能提供

每位從業人員至少 6~11小時者為最多，有 28.9%；希望開設的課程課題則以

中藥方劑含處方單元為最多。再者，多數學員認為主管單位能立即提升民眾使

用中藥信心的政策主要仍在用藥安全與品管作業、現代化中藥資訊宣導、執業

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藥事服務作業、產品包裝認證等五類。在進行探討學

員回饋意見會議中，分別來自考試院、衛生署、藥事教育或執業公協學會委員

專家們也都一致認為藥師大學教育課程包含基礎醫學教育課程以及 16 學分

(相當於 288小時)中藥學程課程，應能符合基本執業能力需求；更期許所有中

藥從業人員都應修習現代化中藥持續教育課程；有關學員建議之統編教材、藥

學執照考試相關法條等教育所需依據與規範將會由考試院召集跨部會推動小

組來進行意見整合修訂，使其更符合現代教育需求。 

 
關鍵詞：中藥用藥安全、現代化中藥持續教育課程、學員回饋意見、教考用溝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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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of Safety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Quality Control 
in Chinese Medicines 

 

Tzu-Hua Wu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Ai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pharmaceutical care and medications 
and also fulfill the Plans of Establishing Medication Safety Environ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M) in Taiwan, the well-trained professions and CM-related practitioners 
are needed vastly. Priority topics correlated with the modernized clin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the CM safety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quality are needed to be clarified.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med by specialists from academics, examinations, 
and pharmacy service delivery systems, is need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policy 
implements and constructions of CM safety environment. 

Method: 

To reach project’s goals, here 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rrently available 
continued education programs and courses for CM-related practitioners were evaluated 
via a joint meeting of the specialists and professors and a recommended list on the 
priority topics of continued lectures on CM safety and pharmaceutical service quality 
was determined, then, 2) a series of enforcement education program providing total 
twenty-seven-hour courses were held and opened for pharmacists, pharmacy 
technicians and CM-related personnel in the areas of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a website named “pharmaceutical safety education on CM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communications” was constructed and updated periodically to 
deliver the program information. 3) the need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ttended 
professions and the CM-related practitioner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discussed by the specialists from academics, examination, and pharmacy service 



中醫藥年報（光碟版）第一期 第五冊 

509 

delivery systems. 

Results & Discussion: 

1. Twenty seven of priority topics for the CM safety enforcement education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sixteen specialists. General Chinese languages is used f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order for further patient consultation use and 
distribution to general populations. 

2. The series of enforcement education program providing total twenty seven-hour 
courses were held on Aug. 8, 9, 22, 29, 30, and Sept. 6 of this year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attendants was 439 (numbers of each attended pharmacists, pharmacy 
technicians and CM-related practitioners are 160, 125, and 154, respectively). 

3. total 311 filled-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major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s: 
11.9% responders have never attended the CM practice-required courses and 43.1% 
responders express their needs for taking those courses. Among the responses, 
28.9% responders hope that at least 6~11 hours continued CM-related education 
programs will be provided per year,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CM formulations 
including prescriptions. Most suggested strategies on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CM consumer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drug safety-quality control, modernized 
CM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s and standardized regulation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procedures, and CM-product certifications. The specialists 
from academics, examination, and pharmacy service delivery systems agreed that 
the sixteen CM-required courses (equal to 288-hr trainings) together with basic 
medicinal courses are sufficient for the needs of current basic CM pharmacy 
practice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ose professions and CM-related 
practitioner updated with the modernized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Yuan will gather a pharmacy education committee to review the needs 
of regulation amendments and standardized education material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fast-growing CM era. 

 
Keywords: Safety control of Chinese medicine, Continued education planning, Quality 

control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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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於 98年度推動「提升中醫藥教育訓練及服

務網絡/品質暨國際化類」研究案，為建構中藥用藥安全環境加強中藥教育，

臺北醫學大學承接「加強中藥用藥安全與藥事服務品質教育計畫」，邀請各

專家先進共同研擬藥師，藥劑生及中藥販賣人員之中醫藥教育課程內容，

以推動辦理本「中藥管理與品質」系列研習會。本研習會在於期使藥事或

相關從業人員經由此系列課程宣導，能對國際與臺灣傳統醫療快速變遷與

整體趨勢有初步的瞭解，尤其加強近年來快速進展的中藥法規與管理行

銷、中醫藥照護的科學現代化以及中西醫藥學整合的內容；以培訓具有優

良中藥管理與品質素養之執業、製藥、販賣人員，來為民眾中藥用藥安全

把關，使全民享有優質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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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前半年度計畫期待能藉由了解現行中藥執業人員之中藥相關專業養成

教育訓練課程與現代化臨床知識與技能之結合性需求，繼而推展重點

繼續教育訓練課程。因此在前半年度的計畫執行項目在邀請負責中藥

藥事服務之相關單位主管及專家委員提供其所觀察到民眾或病患對藥

事服務的需求，並經比較藥師/藥劑生、販售人員等在中藥藥事服務智

識的不同基礎，進行教育訓練課程的研擬。執行過程，本計畫主持人

首先經由北市藥師公會的中藥發展委員會會議中與北榮、北市聯、北

醫大附醫、藥廠等委員藥師討論多數執業藥師的中藥調劑與管理能力

的弱點，並向公會秘書處詢問往年學員對中藥之相關持續教育課程之

意見。多數意見認為多數在基層服務的藥師經過現行臨床藥學主導的

大學藥學培訓後，對博大的中醫理論仍相當陌生；又往年公會所能提

供的課程又多以傳統艱澀的中醫學理內涵來給予持續教育，與實際執

業操作上落差較大，況且中醫藥的醫療也已隨世界趨勢多已納入新的

處置作法；因此多數學員期待加強中藥安全與服務品質課程開設應以

相關執業人員之現有智識為基本來延伸學習，並希望中藥相關持續教

育課程能以實證為基礎。因此，為使本計畫欲培訓的對象(藥師、藥劑

生、相關執業人員)能達到最大的學習效益，並提高學員對內涵的接受

度，計畫主持人首先閱讀收錄經中醫藥委員會委辦的相關研究執行計

畫報告資料，同時參考已發表文獻、以及中藥使用流行的趨勢等資料，

草擬出六項課程加強要點包含藥物品質、資源管理(含藥事經濟)、臨床

使用監測服務、文獻解析、中藥使用問題及不良反應通報以及藥事服

務品質之用藥安全教育加強策略資料。所草擬之六面向的課程要點繼

而提報至專家諮議會議進行審議推薦。 

二、後半年度計畫期待能藉由積極建構教與用雙向溝通平台與良性互動機

制，來達成中藥用藥安全與藥事服務品質教育方針的研擬與有效互

動。因此，藉由問卷實施的目的在了解來自不同教育時空環境的藥師、

藥劑生、中藥從業與相關人員本身對中藥使用或政策看法；並參閱中

醫藥委員會歷年有關中藥使用之問卷實施方法，同時增擬問卷問題，

空白問卷如表 3。回饋意見的回收內容分析則利用臺北醫學大學資訊處

所建置之課程實施互動網絡 MYTMU2 問卷功能進行簡要之人次或類

別統計。繼而彙整提報至專家諮議會議進行審議討論，以利達成意見

回饋之實質溝通與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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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所草擬之六面向的課程要點繼而提報至 98/4/28所辦理之『課程研擬諮

議會議』中，由相關先進及專家委員進行審議推薦。所邀請到的專家

共十六位。會議中，專家們一致認為須加強的課題內容的確相當多也

符合執業技能的需求，未來應延續此教育計畫，以持續提供溫故知新

的課題給從事藥事服務的相關人員；並應加強相關法規教育；同時建

議在今年首年推動持續教育的課程內涵應考量共通需求及各區域性民

眾素養來安排 9 學分的藥事人員的培訓課題，且應由簡入深。經參照

上述課程研擬諮議會議之專家意見，所擬定之課題與講師的邀請則將

核心課程安排於台北市、雲林縣、高雄市辦理『中藥管理與品質』系

列研習會三場次，各場次再依照區域性學員需求搭配特定課題，並開

放全國藥師、藥劑生及相關執業從業人員跨區參加，免費提供學員課

程講義，每場次可提供 9 學分之藥事人員持續教育學分(核發持續教育

學分證明卡)；人數限制從原計畫每場次 120開放至 150人，以期擴大

課程影響成效；研習會宣導海報則如期寄送至各相關教育學系、醫療

院所等單位，如附錄表 2。持續教育課程的實施分別於 98年 8月 8、9

日(台北場)、8 月 22、29日(高雄場)、8 月 30日、9 月 6 日(雲林場)辦

理，所提供之課程皆經臺灣藥學會或臺灣臨床藥學會藥事人員持續教

育學分認證，共 27學分，完成各場次培訓課程之學員累計共有 439人

次。各場次課程表如各場次課程海報圖 2-1、2-2、2-3。各場次之課程

實施成效評估分析結果學員對課程實施平均加權分數為 90.9、87.0、

84.3；各項評分詳如附錄表 1-1、1-2、1-3。各場次之每堂課程之教學

大綱如附錄表 3-1、3-2、3-3。另隨成果報告書附上各場次講義供主辦

單位存查。 

二、由於問卷實施的目的在了解來自不同教育時空環境的藥師、藥劑生、

中藥從業與相關人員本身對中藥使用或政策看法，因此問卷提問包含

有學員年資、教育程度以及對中藥相關問題之看法等問題以選項以及

包含兩題有關中藥專業課程需求、中藥管理政策意見之開放式問題進

行實地訪視與問卷實施。共計有 311 份問卷回收；問卷結果分析表如

表 4。其中，11.9%表示未曾修習過中藥相關學分課程，而表示有意願

再修習中藥學分課程比例有 43.3%；而在 97.4% 有服用過中藥者之服

用目的以增強免疫力、提神增強體力、改善婦女問題三項為最多，分

別 55.6%、38.3%、34.7%；且若以每年執業所需完成之 24小時持續教

育課程，認為應以能提供每位從業人員至少 6~11 小時者為最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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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希望開設的課程課題則以中藥方劑含處方單元為最多(51 人

次)，繼而為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43 人次)、藥材辨識(38 人次)、諮詢

與服務品質(30人次)等單元課程；其個別論述如表 5-1、5-2、5-3、5-4。

又多數學員認為主管單位應加強推動的政策以立即提升民眾使用中藥

的信心主要仍屬用藥安全與品管作業(90 人次)、現代化中藥資訊宣導

(54人次)、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34人次)、藥事服務作業(14人

次)、產品包裝認證(14)五類為描述人次前五名；其個別論述如表 6-1、

6-2、6-3、6-4、6-5。上述結果則彙整提報於 98/10/28所舉行之『加強

中藥基礎及臨床技能教育諮議會議』專家會議。 

該會議所邀請到的專家共七位，分別來自考試院、衛生署、藥事教育

或執業公、學會如會議海報所示(圖 3-1)。會議中主持人除將主要來自執業

場所人員意見加以統整進行報告，同時亦將平時任教於藥學系所教師或公

協會人員所表達之建議歸納為四項並加以闡述說明：1.藥事服務或民眾需

求：建議加強產品安全標章、中草藥辨識資訊數位化、藥袋標示應依循藥

師法 19 條、中藥知識文字現代化以利教育民眾，2.基礎與臨床研發策略：

建議鼓勵持續人才培訓、促進跨部會整合研發新科技與策略，3.教、考依據：

提供藥品流通資訊以利優先教育內容安排及教科本編修，4.法規依循：建議

參考亞洲各國對從事中藥調劑人員依據其學研背景擬定各類須加強現代中

西醫藥學科目之培訓方針、追蹤藥師法第二條條文增修、所謂中藥師之名

稱釋疑。會議中考試委員胡委員幼圃提出目前考試院已初步認同組成藥學

相關推動小組來研擬有關藥學教育含中藥等的事宜，此小組將由行政院教

育部、行政院衛生署、考試院考選部及其他任職於學界或身兼藥學相關公

協會理監事人員共同組成；未來此小組將可持續提供實質意見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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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計畫感謝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聯會、

台北市藥師公會、臺灣臨床藥學會、臺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雲林縣健保特約藥局協會、雲林縣中藥商業同

業公會從不同角度來共同參與並協助推動辦理此系列研習會。台北、高雄、

雲林各場次總報名學員數為 173、198、157，實際出席學員有 151、165、

123人；三場研習會累計出席學員依照其執業身分或場所區分，共含 160位

藥師、125位藥劑生人次、154位中藥從業與其他相關人員(含具藥事人員身

分或來自學界)；參加學員之性別及其執業場所類別分析如附錄表 4；各場

次出席學員名單如表 7-1、7-2、7-3。藥劑生或部分場次出席人次較少，可

能與台北場課程實施日恰遇莫拉克颱風過境以致影響外縣市學員交通、或

課程實施日程恰巧碰上其他中藥相關或聯誼活動有關。 

根據本計畫專家會議所研擬推薦課題，除已安排完成的課題外，尚有

原期中報告所列兩課題(中西藥併用問題與生活品質-腫瘤篇、藥材安全檢驗

機制概述與案例介紹)則因場地與時程限制、或原預定講師臨時無法配合研

習會日程等因素以致尚未排入研習會。而問卷實施學員回饋意見提到希望

開設課題類別在方劑使用含流行處方相關描述特別提到是針對臨床上常用

之流行方劑、各科別譬如婦科、內科、兒科等之用藥案例、還有處方判讀

等；而關於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則特別提到廣義之中藥/中藥、中/西藥或食

物以及其藥理/毒理原則；藥材辨識則含括基原、真偽與來源；諮詢與服務

品質類別課程則特別提到可供用藥諮詢之公認資訊、新療效及服務品質教

育。再者，雖然本計畫辦理之系列研習會中皆安排有講師說明簡要之健保

現況，但從問卷回覆數據顯示仍有近兩成的參與課程之從業專業人員不清

楚健保項目已納入包含中藥用藥品項。 

因此，考量實務需求，本計畫建議未來可排定上述類別之課程，而編

排時可深入各藥品或疾病各論逐一介紹說明，尤其可針對多數學員(問卷回

覆)自己服用中藥以增強免疫力、提神增強體力、改善婦女問題目的的主題

為優先實施課題；課程實施時則應針對特定類似背景之學員來編排課程，

以利講師講義內容深淺度的適度調整以及學員的有效學習吸收。有兩項議

題值得一提：第一、本計畫執行過程特別瀏覽國內外中西藥交互作用資訊

網站，呈現資訊雖然多有提供文獻來源、典籍依憑，但大體來講仍缺乏一

致性的結果或者所研究藥品與現行使用製劑不同以致無法等同推論。因

此，未來應建請在研發上能從臨床案例上切入並明列其風險等級，則較能

符合管理實務需求。第二、藥物不良反應(ADR)類別未來應更清楚地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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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釐清，尤其服用中藥所發生的 ADR 有可能是因為用錯藥(相剋藥物併

用)、中藥本身副作用、或是服用者本身之體質特異反應或不明原因等因素。

而如果被通報之中藥ADR案例緣由於誤用或劑量不當等所造成的副作用則

此類問題是可以藉由加強藥材或藥品辨識或用藥禁忌等教育來避免發生

的。因此，有關此類之中藥用藥安全之資訊或是加強劑型設計譬如於錠劑

表面刻印可供辨識之標記等對藥事服務品質的提升以及藥害救濟機制的推

行是重要的關鍵。 

有關補修學分課程需求，目前多數學校採隨班附讀方式開放在職人員

返校修習；從問卷回覆統計資料來看，仍有四成人員有此需求，課程需求

數(複選)多寡排序如下：中藥概論＞炮製學＞本草學＞中藥方劑學＞生藥學

＞藥事法規。另，根據本計畫於十月底所辦理之專家會議中，所有委員們

一致認為藥師大學教育培訓課程包含基礎醫學教育課程以及 16 學分(相當

於 288小時)中藥學程課程，應能符合現行執業基本能力需求；更期許所有

中藥從業人員都應修習現代化中藥持續教育課程；會議中亦認同國家證照

考試能引導教學，有關學員建議之藥物資訊宣導平台與統編教材、藥學執

照考試相關法條等教育所需依據與規範，譬如是否需再增加中醫藥委員會

已彙編完成之中草藥或飲片圖鑑納入考試範圍、是否於正規大學藥學課程

加強臨床炮製與處方等中藥課程、及彙編教學/試題審閱依據所需教科本

等；應可由考試院所召集之跨部會(行政院教育部、衛生署、考試院考選部

等)藥學推動小組專家來進行意見整合修訂，使其更符合現代教育與職場用

人需求，繼而達到加強中藥教育目標。 

關於學員提出之政策建言，於結果中彙整的描述人次最多的〈用藥安

全與品管作業〉類別，也正是主管單位(中醫藥委員會)近年來一直努力推動

的方向，符合學員之期待；而本計畫所實施之加強教育課程亦符合有關〈現

代化中藥資訊宣導〉以及〈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兩類；而有關執業人員

的規範、藥事服務作業的革新、產品包裝認證相關政策類別之推動將是未

來須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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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建議未來應持續推動藥事或中藥從業人員中藥相關課程教育，

尤需以現代化語言及科學方式來闡述，並需搭配研發實證、中藥產業的科

學精進及產品的明確包裝認證作業；同時在了解中藥相關執業人員教育時

空背景後，提出各類別人員所必須修習課程建議表；繼而從各實質現行教

育、考試以及執業等對藥學畢業生或執業人員之規範制度中來進行有系統

性的教育規劃，提供公認可使用之藥物資訊以茲藥師諮詢服務之用。假以

時日，相信民眾能經由藥事人員所能提供之專業服務形象的提昇而能對中

藥使用更安心，用藥安全的環境也能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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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圖 1-1、課程研擬諮議會議海報 

 

圖 1-2、課程研擬諮議會議出席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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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諮議會議委員推薦之課程重點課程一覽表 

一、中醫藥國際管理趨勢概述、中藥相關管理法規簡介 

二、高貴藥品與物流管理、藥材安全檢驗機制與案例介紹、常見混用誤用

藥材概述、資訊管理概念與系統運用 

三、常用中藥之毒性與配伍禁忌＆用量解說、中藥材品質管制流程追蹤、

慢性或腫瘤中西藥併用問題與生活品質 

四、倫理與實證解析 

五、稽核與違規事件管理+常問草藥之使用疑問釋疑 

六、倫理&服務品質 

七、病患用藥指導-資訊傳播-藥事服務作業建議處置、病患用藥指導-資訊

傳播-交互作用網站、中藥固有成方藥酒管理與安全、ADR 通報流程、

事服務管理與相關法規含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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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參照諮議會議所推薦課程重點草擬之三場研習會核心、選修課程表 

課程內涵推薦委員 

(講師邀請中) 
課程內涵 

核心 

課程 

選修課程 

北 雲 高 

蔡輝彥(謝伯舟) 中醫藥國際管理趨勢概述 √    

簡素玉(回德仁) 藥事倫理與藥害救濟含違規事件管理 √    

林哲輝 中藥品質相關管理法規-簡介 √    

李炳鈺(張永勳) 常見混用誤用藥材 √    

張恆鴻 
病患用藥指導-藥事服務作業建議含

硫磺處置 
√    

簡素玉(楊榮季) 藥物不良反應(ADR)通報流程 √    

(蔡文正) 服務品質  √   

謝伯舟 常用中藥之毒性與配伍禁忌  √   

張恆鴻 中西藥併用問題與生活品質-腫瘤篇  √   

廖敦正(吳昌憲) 資訊管理概念與系統運用   √  

李威着 
高貴藥品與物流含藥材儲存管理– 

社區藥局篇 
  √  

李威着(蔡文城) 藥材安全檢驗機制概述與案例介紹   √  

林振順(李炳鈺) 中藥藥事服務管理與相關法規含GDP    √ 

黃耀斌(陳方周) 病患用藥指導-交互作用網站    √ 

謝伯舟(劉崇喜) 中藥固有成方藥酒管理與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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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臺北場研習會課程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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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高雄場研習會課程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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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雲林場研習會課程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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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空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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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問卷結果分析表(選項人次一覽表/百分比) 

題目 選項 場次/人次 場次/人次 場次/人次 (共 311份) 
  台北場 雲林場 高雄場 總百分比 

第一題 
1 102 50 53 65.92 
2 18 13 12 13.83 
3 15 33 42 28.94 

第二題 

1 16 6 7 9.32 
2 48 32 41 38.91 
3 25 21 36 26.37 
4 16 14 14 14.15 
5 15 18 2 11.25 

第三題 

1 21 10 14 14.47 
2 20 8 6 10.93 
3 47 17 11 24.12 
4 9 21 17 15.11 
5 23 35 52 35.37 

第四題 

1 9 12 16 11.90 
2 9 7 16 10.29 
3 11 17 8 11.58 
4 75 46 42 52.41 
5 16 9 18 13.83 

第五題 

1 75 54 48 56.91 
2 32 28 43 33.12 
3 20 19 22 19.61 
4 19 14 27 19.29 
5 24 14 27 20.90 
6 21 16 13 16.08 
7 13 10 7 9.65 

第六題 
1 82 71 86 76.85 
2 37 20 14 22.83 
3 1 0 0 0.32 

第七題 1 97 69 83 80.06 
2 23 22 17 19.94 

第八題 

1 21 6 18 14.47 
2 32 28 26 27.65 
3 9 9 13 9.97 
4 5 5 3 4.18 
5 53 43 40 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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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選項 場次/人次 場次/人次 場次/人次 (共 311份) 
  台北場 雲林場 高雄場 總百分比 

第九題 

1 31 21 17 22.19 
2 6 5 8 6.11 
3 3 9 11 7.40 
4 16 13 19 15.43 
5 64 43 45 48.87 

第十題 

1 7 4 3 4.50 
2 83 56 64 65.27 
3 29 30 33 29.58 
4 1 1 0 0.64 

第十一題 

1 6 1 1 2.57 
2 31 38 39 34.73 
3 36 32 31 31.83 
4 23 22 24 22.19 
5 57 53 63 55.63 
6 24 23 26 23.47 
7 50 29 40 38.26 
8 19 16 16 16.40 
9 8 5 11 7.72 
10 8 2 8 5.79 

第十二題 

1 28 19 36 26.69 
2 60 45 45 48.23 
3 54 44 57 49.84 
4 29 22 19 22.51 
5 8 9 10 8.68 

第十三題 

1 105 72 87 84.89 
2 5 7 5 5.47 
3 8 8 8 7.72 
4 0 2 0 0.64 
5 2 2 0 1.29 

第十四題 

1 27 23 18 21.86 
2 30 11 27 21.86 
3 28 26 29 26.69 
4 35 30 25 28.94 
5 0 1 1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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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加強中藥基礎及臨床技能教育諮議會議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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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藥事相關人員對加強課程之需求 [問卷第 15題結果] 

中藥方劑含處方中藥方劑含處方中藥方劑含處方中藥方劑含處方 (51) 流行處方流行處方流行處方流行處方 (18) 

中藥方劑 藥物流行病學 

中藥方劑 流行中藥方劑 

中藥方劑 常見疾病之中藥使用建議 

中藥方劑 各科別之用藥 

中藥方劑 臨床實用方劑 

中藥方劑使用 臨床實用方劑 

中藥方劑學 臨床中藥調劑處方 

中藥方劑學 基本中藥處方 

中藥方劑學 疾病的用藥處方 

中藥方劑學 內科婦科兒科傷科 

中藥方劑學 中藥應用實例 

中藥方劑學 臨床上使用之案例 

中藥方劑學 中藥臨床用途 

中藥方劑學 中藥臨床課程 

中藥方劑學 臨床用藥的經驗 

中藥方劑學 中藥處方之判讀 

中藥方劑學 中藥服用用途 

中藥方劑學 中藥對疾病之治療及運用 

中藥方劑學  

中藥方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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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方劑含處方中藥方劑含處方中藥方劑含處方中藥方劑含處方 (51) 流行處方流行處方流行處方流行處方 (18) 

中藥方劑學  

中藥方劑學  

中藥方劑學  

方劑之配伍  

方劑用途  

方劑學  

方劑學  

方劑學  

方劑學  

方劑學  

方劑學  

方劑學  

藥性及方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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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藥事相關人員對加強課程之需求 [問卷第 15題結果] 

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 (43) 使用禁忌使用禁忌使用禁忌使用禁忌 (18) 

中西交互作用 配伍禁忌 

中西藥之交互作用 配伍禁忌 

中西藥交互作用 配伍禁忌 

中西藥交互作用 配伍禁忌 

中西藥交互作用 配伍禁忌 

中西藥交互作用 配伍禁忌 

中西藥併用之交互作用 中藥與食物之禁忌 

中西藥間的交互作用 中藥與中藥間之禁忌 

中藥西藥交互作用 中藥配伍禁忌 

中藥與西藥之交互作用 中藥配伍禁忌 

中藥與西藥交互作用 中藥配合禁忌 

中藥與西藥交互作用 中藥毒性與配伍禁忌 

中藥與西藥交互作用 中藥中毒配伍 

交互作用 中藥之配合禁忌及其毒性副作用 

交互作用 中藥的毒性與相關注意事項 

交互作用 藥物的毒性 

交互作用 藥物禁忌 

交互作用 禁忌症 

交互作用(中/西藥併用)  

中藥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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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含禁忌 (43) 使用禁忌使用禁忌使用禁忌使用禁忌 (18) 

中藥交互作用  

中藥與中藥交互作用  

藥物交互作用  

常見中藥交互作用  

中藥藥理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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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藥事相關人員對加強課程之需求 [問卷第 15題結果] 

藥材辨識藥材辨識藥材辨識藥材辨識 (38) 

中藥材之正偽品 辨認中藥之真偽 

中藥材真偽鑑別 藥物辨識 

中藥材辨識 藥品辨識 

中草藥之認識與鑑別 鑑別 

中醫藥材安全辨認 真偽認知 

中藥調劑 真假中藥之辨識 

中藥調劑應時注意之細節 真假品認識 

中藥調劑鑑定 偽劣藥之辨識 

中藥辨識 基源的正確性認知 

中藥辨識 基源檢定 

中藥儲存管理 現行市面上亦混淆之藥材辨識 

生藥藥材之辨識 藥材之真偽 

中藥真偽辨識 藥材外觀確認真偽 

中藥基源來源正確性 藥材來源及辨識 

中藥基源鑑別 優劣辨識 

中藥藥材真偽  

中藥藥材認識  

易混用中藥材  

藥材辨析  

藥材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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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辨識藥材辨識藥材辨識藥材辨識 (38) 

藥材辨識  

藥材辨識  

藥材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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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藥事相關人員對加強課程之需求 [問卷第 15題結果] 

諮詢與服務品質諮詢與服務品質諮詢與服務品質諮詢與服務品質 (30) 

藥事服務品質教育 

品質管理 

病人用藥安全 

民眾之諮詢 

民眾衛教時可提供之公認資訊 

中藥藥事照護模式需要加強 

中藥藥物諮詢 

用藥諮詢 

用藥安全資訊 

加強中藥科學認知 

中藥專業知識 

中藥資料查詢網站 

有關中藥之資訊 

吸收新資 

研發新知 

諮詢 

諮詢 

諮詢課程之加強 

與現代實證醫學的整合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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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與服務品質諮詢與服務品質諮詢與服務品質諮詢與服務品質 (30) 

專業進修 

現代化藥事照護觀念與技能 

新療效 

詳細中藥之課程 

流行之中藥使用之基本概念 

藥物諮詢 

中藥療效臨床評估 

臨床中藥評估療效 

有效性 

中藥相關資訊(品質、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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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藥事相關人員對中藥政策之建言 [問卷第 16題結果] 

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 (90) 

加強取締中藥商黑心中藥物 品質保證 

加強取締地下工廠，不要專門找合法工

廠的小芝麻小事 
品質管制 

加強不良物檢測(如：重金屬、農藥、微

生物…等) 
品質管理 

中藥之安全性 品質管理 

中藥之品質管制 品質管理 

中藥之重金屬含量管制 品質管理 

中藥之副作用及腎毒性  品質管理(效期標示…等) 

中藥之農藥(重金屬)殘留 品質管測 

中藥成分之透明化 品質檢驗 

中藥材品質之確認(認證)，而非粉末之

認證 

品質鑑定，把關嚴謹使民眾有信心來安

心食用 

中藥材重金屬，農藥檢測 要求進出口業者出示報告、檢體 

中藥材源頭管制 重金屬 

中藥的品質管理 重金屬、黃麴毒素之監測 

中藥品管 重金屬分析 

中藥品質的把關 重金屬含量範圍 

中藥品質的鑑定與安全 重金屬殘留 

中藥品質管理法源之依據 從源頭管理，藥材進口檢驗應落實 

中藥品質檢驗之場所及管理 必須破除黑藥丸(亂加類固醇)之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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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 (90) 

中藥草製造的定期檢驗 降低偽品的代用情形 

中藥商對於基源鑑別之資格鑑定，以確

保藥品源頭的正確 
對中藥品質的有效把關 

中藥廠品質宣導，讓民眾了解用藥是安

全的以茲信任 
監督，檢驗，宣導用藥安全 

中藥藥材的來源控管 管理 

加強大陸進口中藥 農殘 

加強中藥的重金屬檢查及農藥之含量 農藥、重金屬及微生物安全之法定數據 

加強中藥品質提升，如：中藥材查驗 農藥殘留 

加強中藥品質管制，並叫西醫別亂說話

多學點中藥 
微生物、重金屬、鑑驗 

加強真偽藥鑑別及草藥食物鑑別課程訓

練 
微生物的嚴控 

加強進口中藥材衛生、檢驗管理，以確

實民眾用藥安全 
中西添加 

加強源頭管理 中草藥進出口的檢驗管制 

中藥安全措施 
中藥才要進入臺灣時，應須符合國家標

準才能放行，藥局之調劑才不會有問題 

加強管理 進口之品質管制而非零售商之品質管制 

加強管理 
進出口商，表明藥材來源，合格證明及

相關資料 

加強檢驗使民眾安心使用 

對大陸能要求有關中藥種植農民能規範

相關的標準流程，才可能臺灣能獲得安

全有效的中藥 

用藥安全 檢驗不定時公佈不合格藥材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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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安全與品管作業 (90) 

用藥安全 確保中藥品質與安全 

合格檢驗 
增加檢查 ex：查看是否有農藥殘留與藥

品是否有害 ex：防腐劑的使用 

安全 
請大陸衛生主管機關明白臺灣對中藥的

需求標準 

安全性 藥材安全性 

安全標示 藥材管理 

成分、來源的篩選及檢查 藥物安全性 

必須讓民眾確認中藥的來源是安全的 藥品的安全 

品管 
嚴格把關中藥之有效成分以及中藥中之

有害物質 

品管，副作用，最大劑量(單日) 嚴格控管中藥品質 

品管安全 嚴格監督品管 

品管與西藥一樣水準 嚴格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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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藥事相關人員對中藥政策之建言 [問卷第 16題結果] 

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 (54) 

減少負面報導，增加正面宣導 

經過電媒、DM 

電視或網路媒體廣告 

電視媒體之廣告宣導觀念之基本使用中藥之概念 

電視開課 

對中藥安全的選導與推廣(一般民眾) 

管理地下電台及不實廣告提升中藥使用的正確觀念 

網路和電視媒體廣告 

認識中草藥 

媒體宣導 

中藥應用良方、優劣之宣導 

文宣廣告 

中醫術之宣導 

中藥衛教，介紹 

加入社區大學的教育學程、電視廣播 

加以宣導 

加以宣導 

加強中藥宣導 

加強宣導 

加強資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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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 (54) 

加強教育護士之中藥知識 

加強電子媒體和平面媒體雙管齊下，讓民眾由宣導廣告取得對中藥之基本觀

念，以免聽信民間無根據之中藥服用療效及不實報導 

加強藥材使用宣導 

加強藥事人員用藥常識 

平面與電視媒體之宣導，因而提升民眾對中藥之觀念及知識，光憑廣播業及地

下電台之宣導，只有銀髮族及鄉下之民眾濫用，誤用對中藥的基本方法及概念 

正面宣傳報導 

正確用藥媒體宣導與論壇 

用藥安全宣導 

在電視上宣導，中藥安全性及有效性，並在中醫師處方下用藥之安全性 

加強人民對中藥藥效的信心 

分享醫治成功之病例，以培養民眾對中藥之正確觀念 

引用實症醫學結果，增進民眾用藥信心 

加強使用中藥的好處 

加強宣導中藥之安全有效性 

用藥效能與安全 

宣導 

宣導 

宣導中藥之安全性 

宣導中藥取得的場所，一般常用藥材及專業藥方取得 

宣導使用中藥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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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加強現代化各類宣導與論述 (54) 

宣導科學化，制度 

宣導科學化、中藥科技化 

在媒體、公教、衛教多宣導，中藥並不落伍，是全面科學的 

多加宣導 

多宣導 

多宣導 

多宣導教育 

多做宣導 

多舉辦民眾用藥安全教育 

利用媒體介紹中藥的好處 

告知病人中藥可用在平日作日常保健用，藥性溫和不傷身體，可增加免疫力及

抵抗疼痛的產生，中藥為依個人體質量身訂作，調理身體有益健康 

抗癌成功實例分享經驗 

例如：現今 H1N1流感流行，教導民眾煎煮中藥來預防感染，降低被感染機率 

社區藥師(生)結合對民眾作正確使用藥品安全宣導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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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藥事相關人員對中藥政策之建言 [問卷第 16題結果] 

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 (共共共共 34) 

執業人員規範 (8) 

中醫診所，中藥藥房應請藥師管理、調劑 

中醫診所確實聘用藥師 

加強取締不法診所夜間是否聘有藥師或醫師親自調製 

避免診所有護士調劑又不具中藥知識，降低民眾對中藥的信心 

建立藥師、中藥師、衛教師認證及臨床評估，給病人及民眾建立對中藥之信心 

專業認證 

專業認證 

診所加入藥師管理中藥調劑和販賣 

執業人員之持續教育 (14) 

管理人員的專業度(如藥局、中藥房的管理人) 

提升專業人員修習中藥課程，宣導中藥使用之安全性 

提供從業人員中藥相關課程 

提供從業人員中藥相關課程 

在職教育 

再教育 

每年中藥學分考核 

執業人員持續教育 

讓專業藥師從事中藥相關執業，並取消非藥師執業之中藥房等 

舉辦中藥落實社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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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執業人員之專業培訓與規範 (共共共共 34) 

舉辦相關講座.... 

證照的實施與持續教育 

講習 

藥材之檢驗(包含重金屬和防腐劑)中藥執業人員的完整教育 

從業人員專業智識 (12) 

推動社區藥局中藥用藥指導認證 

提升中藥從事執業人員有說服力 

提升中藥販賣人員學理的提升 

提升中藥藥事品質，如基層人員對法規之認知 

提昇藥師對於中藥用藥諮詢能力 

販賣人員管理 

專業的形象 

提升藥師中藥方面的素質 

提供中藥藥物諮詢 

建立臨床中藥師 

編寫藥學系課程指定教科本 

加重藥事證書考試中藥相關科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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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藥事相關人員對中藥政策之建言 [問卷第 16題結果] 

藥事服務作業藥事服務作業藥事服務作業藥事服務作業 (14) 

中藥之交互作用 

中藥調劑準則 

三讀五對 

衛教 

編寫用藥指導說明(含使用方法、副作用等) 

調劑標準化流程 

療效 

療效確定宣導 

臨床報告 

臨床實例經驗分享 

臨床療效數據公佈，提供給民眾使之有信心及安心感 

副作用 

提升確效，保障安全 

加強中藥之認識及效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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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藥事相關人員對中藥政策之建言 [問卷第 16題結果] 

包裝認證包裝認證包裝認證包裝認證 (14) 

將中藥材包裝及檢驗把關 

口味好 

中藥：包裝 

加強包裝含量、效期標示 

包裝貯藏規格化 

包裝標示 

真空包裝 

產品上有安全檢驗標章 

產品安全標示與認證 

統一規格化 

規格標準 

從醫學中心中藥藥袋品質管理(含標示)開始並納入醫院評鑑，在逐

漸推廣至社區藥局/中藥房 

認證標準 

認證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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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附錄表 1-1、臺北場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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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2、高雄場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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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3、雲林場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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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2、研習會海報郵寄單位一覽表 

98家醫療院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其復健醫院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及其瑞光院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

榮民總醫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

榮民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及其汀

洲院區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及其院

區 

中山醫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敏盛綜合醫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

榮民總醫院 
壢新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城區分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

榮民總醫院 

西園醫院 阮綜合醫院 

秀傳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

濟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及其林口分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及其汐止分院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大同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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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家醫療院所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本院) 

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 
健仁醫院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國軍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

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及其淡水分

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其公館

院區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

慈惠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 

國軍松山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博仁綜合醫院 
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紀念醫院

經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高雄縣立鳳山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長庚

紀念醫院經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及婦幼院區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天主教福安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全民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全生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

大學興建經營） 
安生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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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家醫療院所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及其虎尾院區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亞

東紀念醫院 
慈愛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蔡醫院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分院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臺北縣立醫院及其板橋院區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嘉義

榮民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及其民權

院區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麻

豆分院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院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及其台南分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柳營分院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秀傳紀念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 

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恆春分院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其中華路院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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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家藥廠 

三才堂製藥廠有限公司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三泰製藥廠有限公司 英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寶佛製藥廠有限公司 迪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久松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晉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昌製藥廠 浤滙藥品有限公司 

大茂製藥科技有限公司 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維生化製藥國際有限公司 康百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工程中心中藥

cGMP試驗工廠 
得力興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潭廠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救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製藥廠 

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深浦藥品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廠 

友裕製藥有限公司 莊松榮製藥廠有限公司 

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莊松榮製藥廠有限公司－里港分廠 

天良生物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

廠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廠) 

天乾製藥有限公司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太和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富田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木村藥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復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香蘭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仙鹿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華昌製藥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仙豐股份有限公司 華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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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家藥廠 

台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華僑製藥有限公司 

臺灣三帆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陽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天堂藥廠股有限公司台中廠 

臺灣順安生物科技製藥有限公司 順天堂藥廠股有限公司新店廠 

正光製藥有限公司 順然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愛生製藥廠有限公司 

正長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愛康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正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功藥品工業有限公司 

永安製藥所 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國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生春堂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生物科技製藥廠 

立安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漢聖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漁人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吉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福長美製藥廠 

成功製藥有限公司 福安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百仙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廠) 福隆興製藥有限公司 

宏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福祿壽三仙製藥廠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三陽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肝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良濟堂生技製藥有限公司-宜蘭廠 德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京都念慈菴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德和製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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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家藥廠 

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鄭杏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龍杏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昕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德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東陽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優之堡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豐生製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阿桐伯生物科技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勸奉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南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勸奉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南都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柏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厚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炳翰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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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個公協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 

台北市藥師公會 臺灣省藥品調製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高雄市藥師公會 台北市藥品調製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藥劑生公會 高雄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藥劑生公會 宜蘭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雲林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藥師公會 

高雄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嘉義縣藥師公會 

高雄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屏東縣中藥公會 

臺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台南縣中藥公會 

臺灣區中藥工業同業公會 台南市中藥公會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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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所院校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 社團法人中華無菌製劑協會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 社團法人臺灣醫務管理學會 

成功大學臨床藥學研究所 社團法人臺灣藥物品質協會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藥學研究所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 社團法人臺灣農業生技學會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藥理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亞洲大學 財團法人臺灣打擊不法藥物行動聯盟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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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所縣市衛生局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台南市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台南縣衛生局 

高雄縣衛生局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台北縣政府衛生局 屏東縣衛生局 

宜蘭縣衛生局 台東縣衛生局 

桃園縣衛生局 花蓮縣衛生局 

新竹縣衛生局 澎湖縣衛生局 

苗栗縣衛生局 基隆市衛生局 

台中縣衛生局 新竹市衛生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台中市衛生局 

彰化縣衛生局 嘉義市衛生局 

南投縣衛生局 台南市衛生局 

雲林縣衛生局 金門縣衛生局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連江縣衛生局 

嘉義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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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3-1、臺北場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大綱 

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1 

中藥品質國際

管理及健保趨

勢(一) 

�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的緣由 

�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的定義 

�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 

�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實務 

1.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的緣由(一)臺

灣地區 

2.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的定義 

3.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 

4.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實務 

2 

中藥品質檢驗

行政流程與法

規 

由授課綱要讓藥師瞭解「中藥

材及中藥製劑品質管理規範、

中藥用藥安全相關公告事項及

中藥材、中藥製劑品質現況調

查檢驗結果」，將可增進藥師指

導患者注意用藥安全之能力並

提升患者用藥信心。 

1.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品質

管理規範 

2. 中藥用藥安全相關公告

事項 

3. 中藥材污檅物質現況調

查檢驗結果 

4. 中藥製劑品質現況調查

檢驗結果 

3 
市售易混用藥

材之辨析 

市售中藥材因藥材外觀或藥名

相近，易產生混用誤用之情

形，造成治療效果不彰，甚而

引起毒副反應。本課程教學目

標是希望透過課程的介紹讓藥

師具有分辨易混用藥材之能

力，讓民眾用藥更安全、更有

效。 

1. 市售藥材產生混用之原

因 

2. 中藥材傳統鑑別方法 

3. 外觀相近藥材之辨析 

4. 藥名相近藥材之辨析 

5. 解決之道 

4 

高貴藥品與物

流含藥材儲存

管理(一) 

培養藥師對高貴中藥材的認知

與辨識能力，對高貴中藥材的

來源，生產真僞貯存有正確的

知識，對藥師執業中藥的能力

有所精進。 

1. 高貴藥材的來源 

2. 高貴藥材的辨識 

3. 高貴藥材的真僞 

4. 高貴藥材的品質管理 

5. 高貴藥材的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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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5 

臨床常見中藥

毒性與配伍禁

忌 

使學員能了解中醫醫療所謂的

毒或不良反應等名詞定義，繼

而學習中藥在腎、肝、生殖毒

性或中西藥併用時等可能發生

問題，以加強學員對中藥用藥

安全的瞭解。 

1. 中藥認為的"毒" 

2. 簡介中藥常見不良反應 

3. 中藥與腎損傷 

4. 中藥與肝損傷 

5. 中藥與生殖毒性 

6 
中藥藥事服務

之現況與展望 

1. 了解民眾使用中藥常見之問

題 

2. 了解中藥藥事服務之現況 

3. 清楚藥師提升中藥藥事服務

品質之構面 

4. 學習提升中藥藥事服務品質

之方法 

1. 民眾在中藥用藥常見之

問題 

2. 藥師提升患者中藥用藥

服務品質之展開 

(1) 產品面 

(2) 專業服務面 

(3) 資訊管理面 

(4) 異常通報系統 

7 

中藥用藥安全

倫理與藥害救

濟 

1. 使執業藥師了解中藥藥物安

全之重要性。 

2. 使執業藥師重視藥師倫理。 

3. 使執業藥師了解藥害救濟制

度及中藥加入藥害救濟必要

性。 

1. 中、西藥有何不同? 

2. 中藥藥物安全與西藥同

否? 

3. 藥師皆需遵循藥師倫理。 

4. 藥害救濟制度說明。 

5. 中藥加入藥害救濟制度

之必要性。 

8 

中藥藥物不良

副作用通報系

統與案例(一) 

認識中藥不良反應產生的原因

及如何通報此系統，達中藥用

藥之安全 

1. 中草藥 ADR 

2. 中藥不良反應之發生原

因 

3. ADR 事件 

4. 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5. ADR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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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3-2、高雄場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大綱 

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1 

中藥品質國際

管理及健保趨

勢(二) 

1.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的緣由 

2.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的定義 

3.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 

4.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實務 

1.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的緣由(二)亞

洲地區 

2.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的定義 

3.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 

4.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實務 

2 

中藥藥物不良

副作用通報系

統與案例(二) 

認識中藥不良反應產生的原因

及如何通報此系統，達中藥用

藥之安全。 

1. 中草藥 ADR 

2. 中藥不良反應發生原因 

3. 常見 ADR 事件類別 

4. 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5. ADR 評估 

3 
應用資訊管理

於用藥安全 

本學程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在讓

藥師認識中西藥交互作用可能

造成的傷害，而本課程就是在

介紹運用數位化的方式，如何

查詢到中西藥的交互作用實際

情形，並且由健保局的資料中

直接了解到中西藥交互作用的

氾濫。 

1. 建立中西藥交互作用查

訊網站架設網站以期推

廣對中西藥交互作用的

認識。資料的搜集，分

類，證據強度。檢索工具 

2. 由建保局資料中鑒定中

西藥交互作用的可能案

例健保局資料內容。串聯

資料庫。SQL搜尋。交互

作用期間 

4 

臺灣市售易誤

用混用中藥品

種之檢討 

臺灣市售中藥材誤用、混用的

情形頻傳，同名異物或同物異

名常造成很大的困擾。藉由本

課程可以教導中藥相關從業藥

師，在使用中藥材時，可以藉

1. 中藥同物異名與同名異

物之混淆 

2. 臺灣常見市售易誤用、混

用中藥品種之簡介 

3. 市售牛膝品種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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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由對藥材正確基原的了解，進

而確保中藥材品質和療效。 

4. 市售防己品種之介紹 

5. 市售板藍根、大青葉與青

黛品種之介紹 

5 

中藥藥事照護

模式與案例介

紹 

住院病患的臨床藥物治療是具

有綜合性與複雜性，須要包括臨

床藥師在內的專業人員共同參

與。藥師應從單純藥品調劑工作

模式，轉向參與由醫師主導的臨

床治療團隊，在促進合理用藥做

出專業貢獻。透過實踐中醫住院

病患之中藥藥事照護模式，能重

視中藥臨床藥學之發展，儘早建

立中藥臨床藥師制度，培養專業

中藥臨床藥師從事住院病患臨

床藥事照護，以期發揮藥師在臨

床服務的功能。 

1. 如何建立個人用藥標示

作業系統、住院用藥查詢

作業系統、建構藥品資訊

作業平台、推動臨床藥師

住院訪視服務與床邊用

藥指導服務 

2. 設計及評估照護滿意度

調查表與用藥衛教回饋

測試 

3. 訂定執行住院病患中藥

藥事照護作業標準書 

4. 如何建立用藥安全警示

作業系統及通報作業系

統 

6 

中藥品質檢驗

行政流程與法

規 

由授課綱要讓藥師瞭解「中藥

材及中藥製劑品質管理規範、

中藥用藥安全相關公告事項及

中藥材、中藥製劑品質現況調

查檢驗結果」，將可增進藥師指

導患者注意用藥安全之能力並

提升患者用藥信心。 

1.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品質

管理規範 

2. 中藥用藥安全相關公告

事項 

3. 中藥材污檅物質現況調

查檢驗結果 

4. 中藥製劑品質現況調查

檢驗結果 

7 
國內中藥材種

植與行銷 

偽劣藥材充斥的情況下，如不

慎使用，恐將嚴重影響國人的

用藥安全及健康。本課程內容

的設計在讓學習者能於簡短的

時間內初步了解國內目前中藥

材品質及供銷概況、中藥材管

1. 國內目前中藥材品質及

供銷概況、問題及可資解

決之道 

2. 國內中藥材管理相關法

規及政策 

3. 國內目前中藥材種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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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理的相關法規及政策、國內目

前中藥材種植與行銷概況以及

在國內進行中藥材種植與行銷

的前景及機會，以期對學習者

知識的提昇有所助益。 

行銷概況 

4. SWOT分析 

5. 國內中藥材種植與行銷

之前景及機會 

8 

高貴藥品與物

流含藥材儲存

管理 (二) 

培養藥師對高貴中藥材的認知

與辨識能力，對高貴中藥材的

來源，生產真僞貯存有正確的

知識，對藥師執業中藥的能力

有所精進。 

1. 高貴藥材的來源 

2. 高貴藥材的辨識 

3. 高貴藥材的真僞 

4. 高貴藥材的品質管理 

5. 高貴藥材的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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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3-3、雲林場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大綱 

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1 
中藥品質國際管

理及健保趨勢(三) 

1.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

際管理及健保趨勢的緣

由 

2.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

際管理及健保趨勢的定

義 

3.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

際管理及健保趨勢 

4. 讓學員了解中藥品質國

際管理及健保趨勢實務 

1.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的緣由(三)歐

美地區 

2.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的定義 

3.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 

4. 介紹中藥品質國際管理

及健保趨勢實務 

2 

中藥藥物不良副

作用通報系統與

案例(三) 

認識中藥不良反應產生的

原因及如何通報此系統，達

中藥用藥之安全 

1. 中草藥 ADR 

2. 中藥不良反應發生原因 

3. 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4. 其它 ADR 案例與評估 

3 

深根民眾中藥安

全觀念：醫院與社

區藥局功能 

期望能增加學員對中藥用

藥安全之概念與執行 

1. 中藥局藥事作業安全規

範簡介 

2. 中藥優良藥事服務品質 

3. 門診、住院用藥安全機制 

4. 與社區藥局合作建立『民

眾中藥用藥安全網』，深

根民眾中藥安全觀念 

4 
中藥固有成方藥

酒管理與安全 

1. 認識藥事法及藥師藥局

執行業等相關法律之規

定，避免觸法及遭受處

罰。 

2. 對於中藥藥酒使用之用

藥安全。 

1.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

理辦法。 

2. 對於中藥藥酒使用之用

藥安全。  

3. 浸泡於中藥酒劑基準方

二十二方之浸泡該類酒

劑所使用酒之種類、矯味

劑、防腐劑及其他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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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範。 

4. 市售中藥酒劑違規之案

例。 

5. 含酒精口服液藥品及中

藥酒劑廣告應標示之警

語規定。 

5 

臺灣市售易誤用

混用中藥品種之

檢討 

臺灣市售中藥材誤用、混用

的情形頻傳，同名異物或同

物異名常造成很大的困

擾。藉由本課程可以教導中

藥相關從業藥師，在使用中

藥材時，可以藉由對藥材正

確基原的了解，進而確保中

藥材品質和療效。 

1. 中藥同物異名與同名異

物之混淆 

2. 臺灣常見市售易誤用、混

用中藥品種之簡介 

3. 市售牛膝品種之介紹 

4. 市售防己品種之介紹 

5. 市售板藍根、大青葉與青

黛品種之介紹 

6 
中藥品質檢驗行

政流程與法規 

由授課綱要讓藥師瞭解「中

藥材及中藥製劑品質管理

規範、中藥用藥安全相關公

告事項及中藥材、中藥製劑

品質現況調查檢驗結果」，

將可增進藥師指導患者注

意用藥安全之能力並提升

患者用藥信心。 

1.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品質

管理規範 

2. 中藥用藥安全相關公告

事項 

3. 中藥材污檅物質現況調

查檢驗結果 

4. 中藥製劑品質現況調查

檢驗結果 

7 法規與案例討論 

1. 瞭解法規防止中草藥從

業人員任何違規之發生 

2. 多數從業人員之違規係

因不知法規內容 

3. 案例討論讓學員執業中

常遇到的困擾 

案例討論讓學員知道法之

真義而不違法 

 

藥事法 15.28.37.92.103條 

中藥販賣業之營業範圍 

常見執業違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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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題目 教學目標 綱要說明 

8 

顧 客 與 藥 品 管

理：電腦軟體使用

簡介 

藥 師 可 瞭 解 如 何 使 用

Access來規劃、分析和建立

資料庫系統，以提升藥事服

務電腦化作業與經營管理

成效。 

1. Access的基本使用 

2. 建立資料表、資料表的索

引與查詢 

3. 資料工作表的排序與篩

選 

4. 表單的使用介面、輸出報

表  

5. 銷售管理系統(POS)的需

求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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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4、學員基本資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