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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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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摘  要 

 

研究目的： 

一、加強民眾中藥用藥安全之宣導，使其瞭解不法藥物之相關管理政策，進一步

保障民眾健康安全之權益。 

二、推廣正確用藥行為，建立民眾正確使用中藥之概念，以提升民眾中藥用藥安

全知能。 

三、提供中央主管機關有關於中藥用藥安全與民眾健康促進之相關政策參考。 

研究方法： 

一、 成立規劃小組，擬定「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腳本。 
二、 與民眾建立互動式通路，接受民眾反應意見。 
三、 製作海報文宣資料，寄送至全國各里辦公室張貼。 
四、 於北、中、南三地各辦理 1場「中藥安全知識」衛生宣導講座。 
五、 設計問卷調查評估民眾認知率。 
六、 製作繳交 30秒宣導短片予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七、 繳交期末報告 

結果與討論： 

一、中藥用藥安全短片內容之標語，應簡單通俗，宣導主軸明確，讓民眾能夠留

下印象，達到宣傳之效果。 
二、藉由辦理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中、南區)，可了解民眾對於中藥之熱

忱。 
三、中藥問卷統計分析結果 

(一) 大多數民眾選擇至中藥房購買中藥。 
(二) 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教育程度在碩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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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較願意購買。 
(三) 研究顯示，現代年輕、未婚族群對中藥安全的認知也較忽略。 

四、除致力於對民眾宣導推廣，對於中藥材之品質嚴格把關，如有不法應明察嚴

辦，將不法之黑心中藥材銷毀，並充分揭露中藥材之品項、貨號等訊息，以

保障民眾不會買到黑心中藥材，也保障合法中藥房不被污名化。 
 

關鍵詞：中藥用藥安全、健康促進、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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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Drug 

Safety Policy Advocacy 
 

Wang, Jui-San 
The National Union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of R.O.C 

 

ABSTRACT 

 

Aim: 

1. To advocate to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and to promote the policies of the illegal drugs management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benefits of the consumers. 

2. To promote the proper way of drug use, and to enhance the knowledge of the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3. To provide the suggestions to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the policie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as well as 
promotion of public health. 

Methods: 

1. to recruit a task force for creating the episode of ‘Never purchase drugs with unclear 
source’. 

2. to offer an interactive pathway for the populace to provide their advice. 
3. to issue the propaganda and widely spread out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sticking on 

the notice boards of the official offices in villages. 
4. to hold one lecture entitled ‘The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respectively in the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area in Taiwan. 
5. to design the questionnaire for surveying the cognition rate of the populace. 
6. to produce the 30-second video and submit to 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7. to submit the final report. 

Results & Discussion: 

1. The slogan shown in ‘the safe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video 
should be simple and easily-comprehended; the main guidance should be clear 
enough in order to impress the populace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he 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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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lectures of ‘the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held in the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area in Taiwan, might help realiz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populace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 The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 Most of the people preferred to purcha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harmacy. 
(2) I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being packed, indicated with the 

examination words and the expiry date, could encourage people with the 
education level above Master to purchase. 

(3)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young people and the unmarried people have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 saf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4. Besides the promotion to the public, to monitor strictly on the qu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lso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tect people against the 
illegal products as well as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pharmacy from being 
stigmatized. 

 
Keywords: safety of Chinese Medicine drug use, promotion of health, policy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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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醫療、科技與社會的進步，人類壽命日益延長，“健康”的追求

與維持已成為人類積極尋求的目標。過去，西方醫療一直處於主流地位，

使用化學合成藥劑，療效明顯且快速，但長年使用後發現了各種副作用。

近幾年化學藥物的發展似乎也面臨瓶頸。許多慢性病、過敏性疾病、自體

性免疫疾病和某些透過化學藥物難以治療的各種疑難雜症都試圖尋找替代

(alternative)的療法，例如：中草藥、針灸及一些民俗療法 (方榮爵、張美珍，

2005)。而世界各國也紛紛回歸自然，尋求以自然生活與飲食方式為主的醫

藥養生法。早期只有老一輩的人喜歡用中醫，如今在一股回歸自然的風氣

及崇尚天然草藥的流行風潮之下，愈來愈多年輕人投入中醫的懷抱，使中

醫的發展儼然有再興之勢(方榮爵、張美珍，2005)，我國傳統中草藥即以天

然物作為藥材，因此，愈發受到國內及國際的重視。 

臺灣民眾普遍認為中草藥是補藥，溫和無毒且沒有副作用，即使大量

或長期服用也無妨，因此肆無忌憚地胡亂使用與濫補的情形頻繁。國人每

年使用中草藥之用量，於「膳食保健」之使用量大幅高於「醫師處方、指

示及成藥」之使用量。由於對中草藥的藥性及分類認識不深，很容易發生

服用中草藥後引發不良反應，因此，藥物不良反應事件仍時有所聞，譬如，

過去在國內曾發表數十件疑似服用含有馬兜鈴酸中藥材引發腎病變的案

例。隨著國內外中草藥不良反應的報導不斷出現，嚴重者甚至於死亡，使

得國內外專家重視此一嚴重性，並訂出了一些相關性的規定。加強中藥用

藥安全的教育與宣導，建立民眾正確的中藥醫學觀念與知識，已成為刻不

容緩的工作。臺灣民眾有 66 % 經常性使用中藥，購買時頗為重視中藥品質

及使用中藥時的安全性(廖慧伶，2005)。而隨著臺灣人的知識水準提高，消

費者對中藥用藥相關知識需求增加，建構完善地中藥用藥安全環境與用藥

安全教育宣導將成為中藥永續發展最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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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實施方法如下： 

一、成立規劃小組 

(一) 邀集產、官、學、研之專家學者一同參與討論。 

(二) 針對宣導短片之製播方向、內容和主旨、短片之腳本，以及宣導海

報、電子 EDM 及宣導單張內容之設計等進行討論與審議。 

(三) 協助本計畫之推動與宣傳。 

邀請規劃小組名單 

 專 家 現職/經歷 

1 王瑞參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名譽理事長 

2 黃奇全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3 朱溥霖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4 陳玉利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 

5 陳辭修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顧問 
台北醫學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6 卓掌權 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7 徐火雄 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8 林  所 臺灣省中藥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名譽理事長 

9 張賢哲 中國醫藥大學 教授 

10 黃鈺生 消費者報導雜誌 發行人 

11 盛竹玲 
《好心肝雜誌》及《好健康雜誌》副總編輯/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講師 

12 林承斌 中華民國中藥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13 張鴻欽 先登影視傳播有限公司 導演 

14 林永沛 寶島電台 主持人 

15 吳姿樺 台北醫學大學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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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宣導短片 

(一) 製播片長 30秒內容之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短片 

宣導短片之片長為 30秒，語言包括國、台、客語三種。以「勿

購買來源不明藥品」為主軸，宣導要點可包含：民眾若有健康問題，

應找合法醫師及中醫醫療院所；若發現密醫為民眾看診，應主動向

所在地衛生局或行政院衛生署檢舉；如欲查詢合法中藥藥品，可至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網站查詢等。 

(二) 委任專業團隊製播宣導短片，包含 HD 高畫質攝影機、演員四~五

名、導演一名、燈光師一名、道具場景、腳本一式、後製剪接、配

音配樂、特效製作等。 

(三) 短片腳本短片之初稿腳本擬提送中醫藥委員會審閱。經審閱無議

後，將進一步把刊播短片轉成 BETACAM 播出帶，以及光碟 10片

留存，同時，檢附公播權授權書，以提供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相關

單位使用。 

三、製作海報、電子 EDM 及單張廣宣 

(一) 設計並製作規格 84X59.4cm之宣傳海報、單張，以及電子 EDM。

以「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為主題，多管道宣導民眾，若有健康問

題，應找合法醫師及中醫醫療院所諮詢，若發現密醫為民眾看診，

應主動向所在地衛生局或中醫藥委員會檢舉，或至行政院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網站查詢合法中藥藥品。 

(二) 製作之宣導海報擬寄送至全國各縣市里辦公室、中醫醫療院所、中

藥房、安養中心等處張貼；置放宣導單張於各醫療院所，供民眾閱

讀。 

四、舉辦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與民眾建立互動式通路 

(一) 與里辦公室合作方式，以民衆為對象，於北、中、南各舉辦 1場中

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以教育民眾中藥用藥安全知識。 

(二) 活動規劃如下： 

1. 邀請對象：一般民眾、各縣市里民。 

2. 活動梯次：北、中、南各一梯次，時間及地點，分列如下： 

場次 時間 地點 

北區 100/8/28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中區 100/9/4 台中市中區區公所 

南區 100/9/18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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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時數：8小時。 

4. 課程大綱：A.中藥用藥安全B.中藥辨識C.衛生宣導D.法規教育。 

時 間 議   程 

「中藥辨識及法規教育知識」研習會 

09:00-09:20 長官/貴賓致詞 

09:20-10:30 中藥辨識教育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中藥法規教育 

「中藥安全知識」衛生宣導講座 

13:30-14:30 中藥辨識跑枱競賽活動 

14:30-14:50 休息 

14:50-16:00 中藥用藥安全教育 

16:00-16:40 頒奬 

5. 以問卷調查方式評估民眾對於中藥用藥安全之認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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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計畫目的主要在於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之宣導，加強民眾對於中

藥用藥安全之認識與了解，以進一步保障民眾之健康與用藥安全。本計畫

實施結果如下： 

一、召開二次專家會議 

本計畫規劃二次專家會議，第一次召開專家會議於 100年 3月 31日，

主要針對宣導短片之製播方向、內容、腳本和相關細節，以及民眾用藥安

全問卷之設計進行討論與審議。第二次召開專家會議於 100年 11月 9日，

主要針對問卷結果以及未來中藥用藥安全之宣導方向提供意見與建言。  

二、製作宣導短片 

張鴻欽導演提供五種腳本 

短片腳本Ⅰ：野台 30秒 

短片腳本Ⅱ：榕樹下 30秒 

短片腳本Ⅲ：神奇魔術 30秒 

短片腳本Ⅳ：廟口市場篇 30秒 

短片腳本Ⅴ：智慧歐吉桑篇 30秒 

第一次專家會議討論短片腳本Ⅰ、短片腳本Ⅱ、短片腳本Ⅲ，張導演

融合各專家學者意見後，決定重新提案短片腳本Ⅳ。 

短片腳本Ⅳ原擬請王彩樺小姐擔任中藥用藥安全宣導代言人，但因為

王彩樺小姐時間檔期無法配合，加上代言費不符合計畫預算，故決定再次

修改短片腳本。 

修訂後之短片腳本Ⅴ，依舊以「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為主軸，短片

之表現手法將融合現代化科技產品及生活化場景，讓短片呈現較貼近生

活，以達到最有利之宣傳效果。 

拍攝完成之短片將提送中醫藥委員會審閱，經審閱無議後，將進一步

把刊播短片轉成 BETACAM 播出帶，以及光碟 10片留存，同時，檢附公播

權授權書，以提供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相關單位使用。 

三、製作海報、電子 EDM 及單張廣宣 

本計畫以在里辦公室及中藥房張貼海報之方式，宣導「勿購買來源不

明藥品」，宣導海報寄送至全國鄉鎮區公所及各中藥公會，委託鄉鎮區公所

及中藥公會發放至里辦公室及中藥房張貼。  

四、舉辦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與民眾建立互動式通路 

本計畫於北、中、南各舉辦一場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區中藥用

藥安全宣導講座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合辦，於 100年 8月 28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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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舉行，參與民眾及貴賓 89人；中區中藥用藥安

全宣導講座於 100年 9 月 4 日舉辦，參與民眾及貴賓 107人；南區中藥用

藥安全宣導講座，與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中醫部合辦，於 100 年 9

月 18日於高雄市三民區公所舉行，參與民眾及貴賓 155人。 

講座內容以中藥用藥安全、中藥辨識及法規教育為主，建立民眾中藥

用藥安全正確概念，民眾參與活動之整體滿意度高達 97.44% (北區 100%、

中區 92.31%，以及南區 100%民眾對於活動表示滿意)。 

五、以問卷調查方式評估民眾對於中藥用藥安全之認知率 

本計畫針對民眾對於中藥用藥安全進行問卷調查，期分析結果可作為

其他學術單位或政府單位之參考。本計畫問卷共發出 1000份，回收問卷 954

份，有效問卷為 847份。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 

1. 受訪民眾之性別︰男女分別為 352(41.6%)、495(58.4%)，如圖一。 

2. 受訪民眾之居住地：北區較多(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較多，共有 499

位(58.9%)；中區(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

縣)有 187 位(22.1%)；南區(包括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有 161位(19.0%)，如圖二。 

3. 受訪民眾之年齡：18~30歲的比例最高，有 363位(42.9%)，其

他分別 18歲以下有 28位(3.3%)、31~40歲有 128位(15.1%)、

41~50歲有 82位(9.7%)、51~60歲有 132位(15.6%)及 60歲以上

有 114位(13.5%)，如圖三。 

4. 受訪民眾之婚姻狀況︰未婚最多，有 446位(52.7%)、已婚有 372

位(43.9%)及其他有 29位(3.4%)，如圖四。 

5. 受訪民眾之教育程度︰大學的比例最高，有 384位(45.3%)，其

他分別國(初)中以下有 70位(8.3%)、高中(職)有 167位(19.7%)、

專科有 120位(14.2%)及碩士以上有 106位(12.5%)，如圖五。 

6. 您大都到何處去購買中藥？(本題可以複選)︰由資料顯示，大都

會去中藥房、中醫診所及中醫院購買中藥，中藥房有 554人次，

中醫診所、中醫院有 448人次；夜市有 6人次、電台有 11人次、

路邊攤有 9人次及其他有 46人次，如表一。 

7. 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

五不原則：不聽廣播推薦、不信神奇療效、不買地攤夜市、不

吃別人送的、不推薦給別人嗎?︰非常瞭解的，佔的比例最高有

460位(54.3%)，其次為有些瞭解有 274位(32.3%)、不瞭解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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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2.5%)、不太瞭解有 38位(4.5%)及無意見有 54位(6.4%)，如

表二。 

8. 您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那些事項？能力一：清楚表達自

己的身體狀況。能力二：看清楚藥品標示。能力三：清楚用藥

方法、時間。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能力五：與中醫師、藥

師做朋友：有些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404位(47.7%)，其次是

非常瞭解，有 307位(32.3%)，不瞭解有 15位(1.8%)、不太瞭解

有 62位(7.3%)、無意見有 59位(7.0%)，如表三。 

9. 您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嗎？︰有些瞭解佔的比例最

高，有 428位(50.5%)，其次是非常瞭解，有 246位(29.0%)，不

瞭解有 23 位(2.7%)、不太瞭解有 116位(13.7%)、無意見有 34

位(4.0%)，如表四。 
10. 您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嗎？︰有些瞭佔

的比例最高，有 376 位(44.4%)，其次是非常瞭解，有 314 位

(37.1%)，不瞭解有 16 位(1.9%)、不太瞭解有 74 位(8.7%)、無

意見有 67位(7.9%)，如表五。 

11. 您瞭解到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險

給付的嗎？︰非常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454位(53.6%)，其次

是有些瞭解，有 275位(32.5%)，不瞭解有 18位(2.1%)、不太瞭

解有 72位(8.5%)、無意見有 28位(3.3%)，如表六。 

12. 您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

留等會危害人體嗎？非常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370 位

(43.7%)，其次是有些瞭解，有 340位(40.1%)，不瞭解有 18位

(2.1%)、不太瞭解有 87 位(10.3%)、無意見有 32 位(3.8%)，如

表七。 

13. 如果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確，也會造成危害身體嗎？

非常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396位(46.8%)，其次是有些瞭解，

有 348 位(41.1%)，不瞭解有 16 位(1.9%)、不太瞭解有 65 位

(7.7%)、無意見有 22位(2.6%)，如表八。 

14. 您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你會相

信其宣傳的療效嗎？：不相信的比例最高，有 613位(72.4%)，

其次是不太相信，有 148位(17.5%)、有些相信 29位(3.4%)、非

常相信 30位(3.5%)及無意見有 27位(3.2%)，如表九。 

15. 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你是否會願

意購買？：願意的有 584 位(68.9％)、不願意的有 124 位(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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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意見有 139位(16.4%)，如表十。 

16. 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有些

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412位(48.6%)，其次是非常瞭解，有 207

位(24.4%)，不瞭解有 50位(5.9%)、不太瞭解有 136位(16.1%)、

無意見有 42位(5.0%)，如表十一。 

17. 您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

用嗎？有些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434位(51.2%)，其次是非常

瞭解，有 294 位(34.7%)，不瞭解有 24 位(2.8%)、不太瞭解有

61位(7.2%)、無意見有 34位(4.0%)，如表十二。 

18. 您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

身體嗎？有些瞭解佔的比例最高，有 386位(45.6%)，其次是非

常瞭解，有 335位(39.6%)，不瞭解有 27位(3.2%)、不太瞭解有

67位(7.9%)、無意見有 32位(3.8%)，如表十三。 

(二) 由卡方分析顯示，詳如表十四。 

1. 性別與下列問題有相關 

(1) 到何處購買中藥處︰中藥房、電台及其他 

(2) 是否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

用藥五不原則 

(3)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 

(4) 是否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

材使用 

(5) 是否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

響，危害身體 

2. 居住地與下列問題有相關 

是否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

你會相信其宣傳的療效？ 

3. 年齡與下列問題有相關 

(1) 到何處購買中藥處︰中醫診所、中醫醫院 

(2) 是否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

用藥五不原則 

(3) 是否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那些事項 

(4)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 

(5) 是否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 

(6) 是否瞭解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

險給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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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

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 

(8) 是否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你

會相信其宣傳的療效 

4. 婚姻狀況與下列問題有相關 

(1) 到何處購買中藥處︰中藥房、中醫診所、中醫醫院及路邊攤 

(2) 是否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

用藥五不原則 

(3) 是否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那些事項 

(4)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 

(5) 是否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 

(6) 是否瞭解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

險給付的 

(7) 是否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

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 

(8) 是否瞭解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確，也會造成危害身

體 

(9) 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之願意購

買? 

(10)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 

5. 教育程度與下列問題有相關 

(1) 到何處購買中藥處︰中藥房、中醫診所、中醫醫院及電台是

否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

藥五不原則 

(2)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 

(3) 是否瞭解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

險給付的 

(4) 是否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

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 

(5) 是否瞭解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確，也會造成危害身

體 

(6) 是否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你

會相信其宣傳的療效 

(7)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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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

材使用 

(三) 卡方分析顯示的性別因素下有顯著差異的變項 

1. 在何處購買中藥部份：男女皆以在中藥房購買為主(61.36%、

68.28%)，在中藥房購買中藥具高度之便利性，且女性所佔百分

比大於男性近 7%，如表二十八。 

2. 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

五不原則：男女皆以"非常瞭解"為主(53.69%、54.75%)，如表二

十九。 

3. 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男女

皆以"有些瞭解"為主(47.73%、49.29%)，如表三十。 

4. 在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

用嗎：男女皆以"有些瞭解"為主(45.45%、55.35%)，且女性"有

些瞭解"之比例高於男性近 10%，係女性比起男性而言，飲食習

慣及身體調養方面，較常會主動瞭解中藥之其他用途，如表三

十一。 

5. 在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

身體嗎：男女皆以"有些瞭解"為主 (42.61%、47.68%)，且女性"

有些瞭解"之比例高於男性，如表三十二。 

(四) 複羅吉斯回歸分析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根據複羅

吉斯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 

1. 已婚者較會去中藥房購買中藥，而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者，較

不傾向於去中藥行購買中藥，如表十五。 

2. 女性、已婚者、學歷高者較了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

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五不原則，如表十六。 

3. 已婚者較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如表十七。 

4. 未婚者較不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而學歷在大學以

上者，較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如表十八。 

5. 未婚者較不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教育

程度在碩士以上者較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

買，如表十九。 

6. 未婚者較不瞭解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

以保險給付的，如表二十。 

7. 未婚者較不瞭解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

農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教育程度在碩士以上者，較瞭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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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留等會危害人

體，如表二十一。 

8. 未婚者、國（初）中以下者較不瞭解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

不正確，也會造成危害身體，如表二十二。 

9. 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者，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

不明的黑藥丸，較不相信其宣傳的療效，如表二十三。 

10. 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教育程度在

碩士以上者，較願意購買，如表二十四。 

11. 已婚者和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者，較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

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如表二十五。 

12. 女性、碩士以上者，較瞭解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

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如表二十六。 

13. 女性、已婚者、碩士以上較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

能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身體，如表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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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辦理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課程安排含中藥用藥安全、中藥辨識、

衛生宣導及法規教育，共辦理北、中、南三場，民眾參與人數總計為 351

人，民眾參與活動之整體滿意度高達 97.44%，可了解民眾對於中藥之熱忱

及需求。廖慧伶(2005) 之研究發現，臺灣民眾有 66 % 經常性使用中藥，

購買時頗為重視中藥品質及使用中藥時的安全性；廖慧伶(2006)於臺灣地區

以各縣市人口比例，針對成年、有購買能力之一般民眾進行立意取樣，發

現受訪民眾中，發現受訪民眾中，最近一年內有購買中藥經驗者佔 88.2%。

綜上，應可多辦理相關活動，有效提昇民眾用藥知識與行為，保障民眾用

藥安全環境，以維護民眾健康。 

根據複羅吉斯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未婚者較不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

會有副作用、較不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較不瞭解

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險給付、較不瞭解使用

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綜上，

應加強年輕族群對於中藥基本常識。 

針對卡方分析顯示性別因素下有顯著差異的變項，分析的結果顯示：

男女皆以在中藥房購買為主 (61.36%、68.28%)，且女性所佔百分比大於男

性近 7%；複羅吉斯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女性、碩士以上者，較瞭解人蔘、

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與謝淑卿(2008)於傳統中

草藥安全監測與相關實證研究中，發現女性病人較男性病人更傾向使用中

草藥及 2004 年中草藥產業年鑑，中草藥產品主要消費對象範圍很廣，以性

別分析女性使用較多等之研究發現類似。 

根據複羅吉斯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

字號、有效期限，教育程度在碩士以上者，較願意購買；而邱清華（1990）

所進行的「臺灣地區中醫醫療狀況及需求之調查研究」發現，採用中醫醫

療的民眾特性為女性、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臺灣省籍。方榮爵、張

美珍(2005)之研究也提及早期只有老一輩的人喜歡用中醫，如今在一股回歸

自然的風氣及崇尚天然草藥的流行風潮之下，愈來愈多年輕人投入中醫的

懷抱，使中醫的發展儼然有再興之勢。綜上，隨著臺灣人的知識水準提高，

消費者對中藥用藥相關知識需求增加，如何維護民眾使用中草藥的安全性

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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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新北市中藥商業公會過去二年的經驗發現透過整合公車路線看板廣

告、海報張貼、電台播放的宣導方式，成效不錯。建議中醫藥委員會

可增加宣導。 
二、 中藥用藥安全短片內容之標語，應簡單通俗，宣導主軸明確，讓民眾

能夠留下印象，達到宣傳之效果。建議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提撥預算

宣導。 
三、 藉由辦理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中、南區)，可了解民眾對於中藥

之熱忱，建議中醫藥委員會如有經費，可多辦理相關活動。 
四、 中藥問卷統計分析結果 

(一) 大多數民眾選擇至中藥房購買中藥。中藥房可提供民眾關於中藥

之專業相關知識，但受到不法黑心中藥之影響，漸漸民眾失去對

中藥之信賴，建議主管機關嚴懲不法黑心中藥，保障合法中藥房

以及民眾之權益。 
(二) 應加強年輕族群對於中藥基本常識，進而推動年輕族群至中藥房

就醫或購買中藥。 
(三) 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教育程度在碩

士以上者，較願意購買。因中藥房購入中藥材為大批量，而賣出

中藥材大多數為小批量，建議中藥房還是應自行貼標將中藥材有

效日期及檢驗等訊息告知消費者，雖實際操作實屬不易，但應該

盡力落實執行。 
(四) 研究顯示，現代年輕、未婚族群對中藥安全的認知也較忽略，未

來主管單位在推動相關宣導時，也應適度選擇能打動這個族群的

傳播通路與溝通內容來做推廣。 
五、 建議不僅致力於對民眾宣導推廣，對於中藥材之品質，建議主管機關

嚴格把關，如有不法應明察嚴辦，將不法之黑心中藥材銷毀，並充分

揭露中藥材之品項、貨號等訊息，以保障民眾不會買到黑心中藥材，

也保障合法中藥房不被污名化。 
六、 建議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落實或到各地中藥公會能培養種子講師，研

擬一套一綱多本之中藥用藥安全教材，認養並到各地機關學校尤其是

安養中心推廣中藥藥事照護與用藥安全宣導。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計畫編號 CCMP99-C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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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差異相當大，國內不只使用單方如黃連，更有使用複方之習慣，如安



中醫藥年報（光碟版）第一期 第六冊 

202 

胎飲、四物湯等。 

14. 根據 2004 年中草藥產業年鑑，中草藥產品主要消費對象範圍很廣，包

括老年人、中年人及青年人，在兒童的應用較少。以性別分析女性使用

較多，調查結果顯示病人治療用中藥佔 72.9%，主要是中醫院中醫診所

及中藥房所使用中藥。中老年人養生用途中藥使用佔 54.1%，全球人口

高齡化的趨勢，老年人口持續成長，中老年人的身體機能隨著年齡增長

而逐漸衰退，對保健養生產品需求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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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受訪民眾之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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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受訪民眾之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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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受訪民眾之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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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受訪民眾之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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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受訪民眾之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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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您大都到何處去購買中藥？(複選)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中藥房 554 

中醫診所、中醫醫院 488 

夜市 6 

電台 11 

路邊攤 9 

其他 46 

 

表二、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五不

原則：不聽廣播推薦、不信神奇療效、不買地攤夜市、不吃別人送

的、不推薦給別人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21 2.5 

不太瞭解 38 4.5 

無意見 54 6.4 

有些瞭解 274 32.3 

非常瞭解 460 54.3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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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您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那些事項？能力一：清楚表達自己的

身體狀況。能力二：看清楚藥品標示。能力三：清楚用藥方法、時

間。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能力五：與中醫師、藥師做朋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15 1.8 

不太瞭解 62 7.3 

無意見 59 7.0 

有些瞭解 404 47.7 

非常瞭解 307 36.2 

合計 847 100.0 

 

表四、您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23 2.7 

不太瞭解 116 13.7 

無意見 34 4.0 

有些瞭解 428 50.5 

非常瞭解 246 29.0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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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您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16 1.9 

不太瞭解 74 8.7 

無意見 67 7.9 

有些瞭解 376 44.4 

非常瞭解 314 37.1 

合計 847 100.0 

 

表六、您瞭解到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險給付

的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18 2.1 

不太瞭解 72 8.5 

無意見 28 3.3 

有些瞭解 275 32.5 

非常瞭解 454 53.6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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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您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留等

會危害人體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18 2.1 

不太瞭解 87 10.3 

無意見 32 3.8 

有些瞭解 340 40.1 

非常瞭解 370 43.7 

合計 847 100.0 

 

表八、如果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確，也會造成危害身體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16 1.9 

不太瞭解 65 7.7 

無意見 22 2.6 

有些瞭解 348 41.1 

非常瞭解 396 46.8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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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您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你會相信其

宣傳的療效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相信 613 72.4 

不太相信 148 17.5 

無意見 27 3.2 

有些相信 29 3.4 

非常相信 30 3.5 

合計 847 100.0 

 

表十、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你是否會願意購

買？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願意 584 68.9 

不願意 124 14.6 

無意見 139 16.4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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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50 5.9 

不太瞭解 136 16.1 

無意見 42 5.0 

有些瞭解 412 48.6 

非常瞭解 207 24.4 

合計 847 100.0 

 

表十二、您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

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24 2.8 

不太瞭解 61 7.2 

無意見 34 4.0 

有些瞭解 434 51.2 

非常瞭解 294 34.7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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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您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身

體嗎？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不瞭解 27 3.2 

不太瞭解 67 7.9 

無意見 32 3.8 

有些瞭解 386 45.6 

非常瞭解 335 39.6 

合計 8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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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民眾正確使用中藥用藥安全問卷》卡方分析 

問卷內容／基本資料 性別 居住地 年齡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1. 到何處購買中藥處      

中藥房 0.037* 0.127 - 0.000* 0.000* 

中醫診所、中醫醫院 0.978 0.224 0.000 0.000* 0.000* 

夜市 0.674 0.800 0.070 0.071 0.065 

電台 0.035* 0.302 0.276 0.388 0.004* 

路邊攤 0.392 0.967 0.669 0.007* 0.465 

其他 0.015* 0.416 0.457 0.058 0.216 

2. 是否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

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五不原則 
0.009* 0.449 0.003* 0.001* 0.000* 

3. 是否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那些事項 0.878 0.621 0.001* 0.001* 0.346 

4. 是否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 0.292 0.272 0.000* 0.004* 0.010* 

5. 是否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

房購買 
0.375 0.889 0.000* 0.000* 0.104 

6. 是否瞭解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

醫診所也是可以保險給付的 
0.950 0.856 0.000* 0.002* 0.008* 

7. 是否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

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 
0.993 0.692 0.000* 0.000* 0.002* 

8. 是否瞭解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

確，也會造成危害身體 
0.481 0.938 0.097 0.016* 0.027* 

9. 是否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

不明的黑藥丸，你會相信其宣傳的療效 
0.229 0.034* 0.002* 0.203 0.000* 

10.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

效期限之願意購買? 
0.964 0.729 0.117 0.012* 0.397 

11.是否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

能會相互影響 
0.029* 0.709 0.269 0.012* 0.026* 

12.是否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

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 
0.019* 0.146 0.055 0.057 0.007* 

13.是否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

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身體 
0.031* 0.292 0.080 0.113 0.056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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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民眾去中藥房購買中藥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0.8232 0.1597 26.5616 <.0001 

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    0.4323 0.164 6.9478 0.0084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0.5075 0.1748 8.4272 0.0037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0.926 0.2335 15.7235 <.0001 

 

表十六、堅持用藥五不原則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1.9653 0.1668 138.854 <.0001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0.578 0.2059 7.8794 0.005 

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    0.7842 0.2309 11.5383 0.0007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    
-1.1705 0.3238 13.0682 0.0003 

 

表十七、瞭解用藥五大核心能力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2.0191 0.1552 169.158 <.0001 

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    -0.63 0.1953 10.4084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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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瞭解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1.4468 0.1466 97.4278 <.0001 

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 -0.7597 0.1973 14.8261 0.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0.459 0.1989 5.3264 0.02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1.4302 0.3788 14.2566 0.0002 

 

表十九、瞭解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1.8809 0.1528 151.547 <.0001 

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 -0.8205 0.1883 18.9839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0.8172 0.3343 5.975 0.0145 

 

表二十、瞭解健保中醫診所有保險給付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2.4768 0.2039 147.614 <.0001 

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 -1.0977 0.2321 22.3607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 
-1.029 0.3312 9.6513 0.0019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1.5278 0.5238 8.5087 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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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瞭解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留等

會危害人體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2.3793 0.1956 148.026 <.0001 

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 -1.1724 0.2222 27.8328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 
-1.3007 0.3105 17.548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1.4501 0.4728 9.4054 0.0022 

 

表二十二、瞭解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確會造成危害身體之複羅吉

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2.7019 0.2167 155.414 <.0001 

18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 2.3528 1.0619 4.9091 0.0267 

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未婚者 -1.002 0.2521 15.7995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 
-1.6178 0.349 21.4914 <.0001 

 

表二十三、相信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有其宣傳

療效之複羅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2.1276 0.1716 153.705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0.8847 0.2962 8.92 0.0028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1.4078 0.6101 5.3239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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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願意購買中藥包裝上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之複羅吉斯迴

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 > 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0.736 0.0785 87.8917 <.000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0.5474 0.2484 4.857 0.0275 

 

表二十五、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互相影響之複羅吉斯迴

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 > 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0.46 0.1599 8.2721 0.004 

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 0.3946 0.1762 5.0189 0.025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0.5682 0.1817 9.7763 0.0018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碩士碩士碩士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1.1165 0.299 13.9428 0.0002 

 

表二十六、瞭解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之複羅

吉斯迴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 > 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1.9306 0.1403 189.351 <.0001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0.4683 0.1998 5.4965 0.019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0.9936 0.4062 5.9824 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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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瞭解中西藥併服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並危害身體之複羅吉斯迴

歸分析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Wald 

Pr > ChiSq 
Error Chi-Square 

Intercept 1.7746 0.1613 121.066 <.0001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0.554 0.1979 7.8379 0.0051 

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已婚者    0.6841 0.2181 9.8365 0.0017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國初中以下)))) 
-1.1478 0.3087 13.8263 0.0002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碩士以上)))) 
0.816 0.387 4.4461 0.035 

 

表二十八、購買中藥地點之性別差異 

到何處購買中藥到何處購買中藥到何處購買中藥到何處購買中藥 p-value 
 女 男  
中藥房 338 (68.28%) 216 (61.36) 0.0369  
中醫診所、中醫醫院 285 (57.58%) 203 (57.67%) 0.9781  
夜市 3 (0.61%) 3 (0.85%) 0.6970  
電台 3 (0.61%) 8 (2.27%) 0.0596  
路邊攤 4 (0.81%) 5 (1.42%) 0.5013  
其他 19 (3.84%) 27 (7.67%) 0.0153  

 

表二十九、堅持用藥五不原則之性別差異 

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五不堅持用藥五不堅持用藥五不堅持用藥五不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p-value 

 女 男 0.0088 
不瞭解 13 (2.63%) 8 (2.27%)  
不太瞭解 19 (3.84%) 19 (5.40%)  
無意見 20 (4.04%) 34 (9.66%)  
有些瞭解 172 (34.75%) 102 (28.98%)  
非常瞭解 271 (54.75%) 189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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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瞭解服用中藥兩種以上會互相影響之性別差異 

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 p-value 

 女 男 0.0288 

不瞭解 32 (6.46%) 18 (5.11%)  

不太瞭解 88 (17.78%) 48 (13.64%)  

無意見 16 (3.23%) 26 (7.39%)  

有些瞭解 244 (49.29%) 168 (47.73%)  

非常瞭解 115 (23.23%) 92 (26.14%)  

 

表三十一、瞭解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之性別

差異 

您瞭解到人蔘您瞭解到人蔘您瞭解到人蔘您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

嗎嗎嗎嗎？？？？ 
p-value 

 女 男 0.0191 

不瞭解 15 (3.03%) 9 (2.56%)  

不太瞭解 30 (6.06%) 31 (8.81%)  

無意見 14 (2.83%) 20 (5.68%)  

有些瞭解 274 (55.35%) 160 (45.45%)  

非常瞭解 162 (32.73%) 132 (37.50%)  

 

表三十二、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並危害身

體之性別差異 

您瞭您瞭您瞭您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身體危害身體危害身體危害身體

嗎嗎嗎嗎？？？？ 
p-value 

 女 男 0.0309 

不瞭解 15 (3.03%) 12 (3.41%))  

不太瞭解 34 (6.87%)) 33 (9.38%)  

無意見 11 (2.22%) 21 (5.97%)  

有些瞭解 236 (47.68%) 150 (42.61%)  

非常瞭解 199 (40.20%) 136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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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附錄一 

 

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落實中藥製劑落實中藥製劑落實中藥製劑落實中藥製劑(材材材材)品質管制機制品質管制機制品質管制機制品質管制機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一次專家會議第一次專家會議第一次專家會議第一次專家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 時間：100年 3月 31日(星期四) 14:00 

貳、 地點：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9號 

參、 主席：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王瑞參理事長 

肆、 出席人員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奇全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玉利秘書長 

台北醫學大學          陳辭修助理教授 

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卓掌權理事長 

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徐火雄理事長 

臺灣省中藥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林  所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藥發展基金會       林承斌董事長 

財團法人必安研究所        林靖哲博士 

消費者報導雜誌         黃鈺生發行人 

銘傳大學           盛竹玲講師 

先登影視傳播有限公司       張鴻欽先生 

伍、 主席致詞 

陸、 報告暨討論事項 

一、 「99年度落實中藥製劑(材)品質管制機制計畫」簡介 

報告人：陳辭修 助理教授 

二、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短片腳本 

報告人：張鴻欽先生 

三、 民眾正確安全用藥問卷內容 

報告人：陳辭修 助理教授 

柒、 各專家發言 

一、王瑞參理事長 

1. 三個短片腳本，內容清楚。 

2. 有關於中藥相關宣導，配合衛生局的年度政令宣導活動，此需

要各地方公會的努力，申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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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鈺生發行人 

1. 短片方面，需注意人物肖像權和播放權。 

2. 建議進一步確認政令宣導或公益廣告播放之時間，10~20 sec

或 30sec。 

3. 宣導方面，里長是社區的領導人物，所以，透過里長是一個很

好的方式。建議可與民政局、里長聯誼會合作。 

4. 安全宣導講座的內容，由於對象為民眾，建議法規可減少些，

重點放在教導民眾辨識中藥及在那裡購買安全合法的中藥等。 

5. 關於用藥安全，需使用民眾懂的語言，勿使用太多專業用語。 

6. 代言人方面，若鋒頭太健，可能會有模糊焦點的情形，在邀請

代言人時須斟酌考量。 

7. 合格中藥商的標章，若進入執行階段，則其專用權、註冊之程

序，需做整體之考量與落實。 

三、徐火雄理事長 

1. 第二個短片腳本─榕樹下，用字較為白話，接受度較高。 

2. 合法中藥商，也就是一定要有執照，此為強調重點。建議短片

可透過拍攝手法，如藥商執照或是合格中藥商之標籤，以強調

如何選擇合格中藥商。 

四、卓掌權理事長 

1. 新北市中藥商業公會過去二年的經驗發現透過整合公車路線

看板廣告、海報張貼、電台播放的宣導方式，成效不錯。但記

者會的效果較差，後續報導的篇幅不大。 

2. 第一個短片腳本有些詞句較不適合，可能有負面影響，須稍加

考慮，其他幾個都不錯。 

3. 有關於合格中藥商之標章(除了直接以執照代表合格中藥

商)，建議 logo設計得漂亮而嚴謹。譬如彩色影印、採編號等，

以避免被倣造，維持其代表性與公信力。 

4. 發放印製之海報，公會可協助相關發放事宜。 

5. 建議短片勿延至明年(2012年)才播放，宣導活動要打鐵趁熱。 

五、林靖哲博士 

短片腳本有提到勿購買來路不明的中藥，何謂「來路不明的

中藥」或是何為「來路有明的中藥」，此應為短品中讓民眾了解

的重點。 

六、盛竹玲老師 

1. 中藥界與媒體的聯繫較少，建議可與媒體界的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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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30 sec代言人的知名度，宣傳的表情很重要，建議可邀請

阿基師、王彩樺、石英等人擔任代言人。 

3. “榕樹下”和中藥訴求較相符。 

4. 問券調查的結果具有新聞價值，問卷的問題，有些用字若再稍

微修改，將更加周全。 

七、林所理事長 

中藥界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踴躍參與、研究討論，以持續中

藥界未來之發展。 

八、黃奇全副理事長 

1. 中藥很複雜，原料經過清洗、炮製、曝曬等程序，農藥殘量就

有變化，可能降低或減少。 

2. 建議加強政令之宣導，同時積極配合相關主管機關之年度政策

宣導活動，和民眾多接觸，以破除過去中藥所背負的負面形象。 

九、林承斌董事長 

1. 期望全聯會研究計畫越接越多。 

2. 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建議中藥材、中藥品和中藥房之宣導

比重能平均分配。 

3. 短片內容需要區分，而角度也需要考量。第一篇較為現代化、

第二篇為本土化，以陳樹菊女士當代言人也很好。 

十、張鴻欽先生 

1. 目前腳本的視覺效果較差，如有設計 logo，可搭配到短片中。

若未有 logo，就用藥商執照，聽了各專家意見後，規劃停留

4-5sec的時間在執照或 logo上，以宣導合格中藥商之重點。 

2. 將依各專家建議，進一步修改短片內容。 

十一、陳辭修助理教授 

1. 建議可找目前人氣高、形象極佳的陳樹菊女士擔任代言人。 

2. 配合政令宣導，短片將有國、台、客語之語言版本，將再確

認播放時間。 

3. 合格中藥商的標章設計與運用，將有助於宣導之廣度與深

度，將考量於本計畫進行之，以強化本計畫之宣導重點。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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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落實中藥製劑落實中藥製劑落實中藥製劑落實中藥製劑(材材材材)品質管制機制品質管制機制品質管制機制品質管制機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專家會議次專家會議次專家會議次專家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 時間：100年 11月 9日(星期三) 14:30 

貳、 地點：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9號 

參、 主席：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王瑞參名譽理事長 

肆、 出席人員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王鵬豪組長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朱溥霖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奇全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林  所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玉利秘書長 

台北醫學大學          陳辭修助理教授 

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卓掌權理事長 

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徐火雄理事長 

中華民國中藥發展基金會       林承斌董事長 

銘傳大學           盛竹玲講師 

先登影視傳播有限公司       張鴻欽導演 

寶島電台                                   林永沛主持人 

台北醫學大學          吳姿樺副教授 

伍、 主席致詞 

陸、 報告暨討論事項 

一、「99年度落實中藥製劑(材)品質管制機制計畫」期末報告 

報告人：陳辭修 助理教授 

二、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短片拍攝成果 

報告人：張鴻欽 導演 

三、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海報 

報告人：陳辭修 助理教授 

四、民眾正確安全用藥問卷統計成果 

報告人：陳辭修 助理教授 

柒、 各專家發言 

一、王鵬豪組長 

1.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短片之 00:29 原字幕為衛生署中藥委員

會，請更改為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短片內容平實、節奏輕快、主軸簡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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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中藥問卷統計結果分析，希望能加強年輕族群對於中藥

基本常識，進而推動年輕族群至中藥房就醫或購買中藥。 

4. 建議針對中藥用藥安全問卷，再加強女性分析。 

二、王瑞參名譽理事長 

1. 針對中藥問卷統計結果分析表示：大多數民眾選擇至中藥房

購買中藥。中藥房可提供民眾關於中藥之專業相關知識，但

受到不法黑心中藥之影響，漸漸民眾失去對中藥之信賴，建

議主管機關嚴懲不法黑心中藥，保障合法中藥房以及民眾之

權益。 

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海報之中藥圖檔組合建議改為黃耆、人

蔘、當歸、紅棗…等民眾較常購買之品項，達到更好之宣導

效果。 

三、朱溥霖理事長 

1. 藉由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中、南區)可了解民眾對於中

藥之熱忱，希望中醫藥委員會如有經費，可多辦理相關活動。 

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海報之中藥圖檔因選用民眾較為熟知之品

項，建議修改海報上中藥圖檔之組合。 

四、徐火雄理事長 

1. 舉辦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是為加強民眾對於中藥用藥安全

之認知，因此在講義及宣導方面，需格外注意正確性。 

2. 針對中藥問卷統計結果分析表示：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

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教育程度在碩士以上者，較願意購

買。因中藥房購入中藥材為大批量，而賣出中藥材大多數為

小批量，建議中藥房還是應自行貼標將中藥材有效日期及檢

驗等訊息告知消費者，雖實際操作實屬不易，但應該盡力落

實執行。 

五、卓掌權理事長 

1. 新北市中藥商業公會過去二年的經驗發現透過整合公車路線

看板廣告、海報張貼、電台播放的宣導方式，成效不錯。建

議中醫藥委員會可增加宣導。 

2. 中藥用藥安全短片內容之標語，應簡單通俗，讓民眾能夠留

下印象，達到宣傳之效果。 

3. 中藥用藥安全短片內容簡潔，宣導主軸明確，建議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提撥預算宣導。 

4. 中藥材之品質，建議主管機關嚴格把關，如有不法應明察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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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將不法之黑心中藥材銷毀，並充分揭露中藥材之品項、

貨號等訊息，以保障民眾不會買到黑心中藥材，也保障合法

中藥房不被污名化。 

六、林永沛主持人 

中藥用藥安全短片裡的標語，應簡單明瞭，不超過 20字為

原則。 

七、黃奇全副理事長 

1. 建議加強政令之宣導，中藥房不購買及不販賣無標示或標示

不清之中藥材。 

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海報中，建議將「選用中藥補品一定要到

合法藥局及中藥房購買」改為「選用中藥材一定要到合法藥

局及中藥房購買」。 

八、張鴻欽先生 

1. 中藥用藥宣導短片配合現代化科技產品(例如：I phone)以及生

活化場景拍攝而成，讓宣導短片符合現實情況，進而達到宣

傳效果。 

2. 將依各專家建議，進一步修改短片內容。 

九、吳姿樺副教授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海報之主軸為「勿購買來源不明之藥

品」，建議應將主力宣導標語字體放大，讓民眾可更清楚明白海

報宣導之重點。 

十、盛竹玲講師 

過去中藥安全宣導較側重學歷低的年長者，但除此族群外，

研究顯示，現代年輕、未婚族群對中藥安全的認知也較忽略，未

來主管單位在推動相關宣導時，也應適度選擇能打動這個族群的

傳播通路與溝通內容來做推廣。 

十一、林所副理事長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之主軸為「勿購買來源不明之藥品」，

建議不僅致力於對民眾宣導推廣，也應該對源頭管控。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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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 
 

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ⅠⅠⅠⅠ－－－－野台篇野台篇野台篇野台篇 30 秒秒秒秒 
 

      

    

 畫     面 旁     白 

1 
電子花車，台上有二位女生唱

歌跳舞。 
(音樂) 

2 台下，吸引很多群眾圍觀  

3 
一首歌舞結束後，主持人出

現，拿著一瓶藥開始叫賣 

女人家，要永保青春美麗。男人家，

要永保勇又強。就是要這味-----丹。 
祖傳藥方，一家大小都能服用…… 
現在買，大優惠買大罐打 6折… 

4 
突然間，傳來里長的廣播聲 
眾人回頭聽廣播 

里長：各位鄉親大家好，為提昇民眾

中藥用藥安全品質，「請勿購買來源

不明藥品」。請不要拿自己健康開玩

笑。 

5 群眾紛紛離開、剩下一位先生 先生：唱歌跳舞阿~ 

6 花車主持人說 
主持人：沒戲唱了！要買藥去找合法

的中藥房購買。 

7 花車收攤 
旁白、字幕： 
拒絕來路不明藥品、健康有保障 
行政院衛生署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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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 

 
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ⅡⅡⅡⅡ－－－－榕樹下篇榕樹下篇榕樹下篇榕樹下篇 30 秒秒秒秒 

 

 畫 面 說 明 旁白、字幕 

1 
村中大樹下，五位鄉民(約 60多
歲)聚在一起喝茶下棋。 

 

2 
一位陌生年輕人騎機車，後座

綁著一個紙箱來到樹下。 
 

3 
年輕人手持一罐商品來到樹

下，對著下棋、泡茶的鄉民說 
年輕人：這位大哥，下棋還要戴老花

眼鏡！ 

4 鄉民回頭看著年輕人說 
鄉民 A：(台)看清楚， 才不會被人吃

走 

5 年輕人拿著商品向鄉親展示 
年輕人：這是祖傳的藥方，最適合咱

老人使用………明目、通血路、…….. 

6 
年輕人拿出一本資料夾，翻開

出現很多電視明星照片， 
年輕人：你看！這麼多人使用稱讚…. 

7 
鄉民 B 一手推開明星照片的資

料夾，對著年輕人說 

鄉民 B：看起來，應該是不錯， 
但是地點、人事都不對，亂賣藥是要

吃官司喔！我叫管區來看看！ 

8 年輕人這時趕緊收拾離開 年輕人：你們繼續下棋、泡茶 

9 鄉民 B 對著其他鄉民說 
鄉民 B：買藥，一定要到合法的中藥

房購買。像這種來路不明的中藥，吃

了出問題，一點保障都沒有。 

10 鄉民 C對其他鄉民說 
鄉民 C：現代的歐吉尚，是有智慧的

沒那麼好騙！ 

11 所有鄉民都笑了起來 
旁白、字幕： 
拒絕來路不明藥品、健康有保障 
行政院衛生署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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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 

 
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ⅢⅢⅢⅢ－－－－神奇功效魔術篇神奇功效魔術篇神奇功效魔術篇神奇功效魔術篇 30 秒秒秒秒 

 

     
 

 畫 面 說 明 旁白、字幕 

1 
黑色背景，一位小丑扮成魔術師，一

手拿玻璃藥罐，另一手畫過，玻璃罐

出現字幕「顧筋骨」  
哇！ 

2 
魔術師微笑，手在劃過玻璃罐字幕換

成「顧肝保腎」 
哇！ 

3 
魔術師再微笑，手在劃過玻璃罐字幕

換成「明目瘦身」 
哇！ 

4 
魔術師的臉慢慢變成骷顱頭微笑，手

在劃過玻璃罐字幕換成「益氣強身」 
哇！這到底是甚麼藥？ 

5 
骷顱頭微笑，手在劃過玻璃罐字幕換

成「我也不知道」，之後人消失，瓶

罐在空中落下… 
我也不知道！ 

6 
一隻手入鏡，接住落下的藥罐，鏡頭

拉開，澔平接住藥罐對鏡頭說---說完

就丟棄 

澔平：來路不明的中藥，對健康

一點都沒有保障。 

7 
背景亮起來，中藥房圖檔出現在主持

人後方 
一定要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 

8 主持人背景再出現合法藥罐的標示 才能真正照顧到身體的健康 

9 主持人做交叉手勢 
旁白、字幕： 
拒絕來路不明藥品、健康有保障 
中醫藥委員會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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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 

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ⅣⅣⅣⅣ－－－－廟口市場篇廟口市場篇廟口市場篇廟口市場篇 30 秒秒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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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協助推動中藥用藥安全政策宣導活動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來源不明藥品」」」」 

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短片腳本ⅤⅤⅤⅤ－－－－智慧歐吉桑篇智慧歐吉桑篇智慧歐吉桑篇智慧歐吉桑篇 30 秒秒秒秒 

Video   畫 面 說 明                                    Audio   旁白、字幕 

村中大樹下，五位鄉民(約 60

多歲)聚在一起喝茶下棋。 

一位陌生年輕人騎機車，後座

綁著一個紙箱來到樹下。 

年輕人手持一罐商品來到樹

下，對著下棋、泡茶的鄉民

說。 

鄉民回頭看著年輕人說話。 

 

年輕人拿著商品向鄉親展示。 

                                                      

 

 

年輕人：這位大哥，下棋還要

戴老花眼鏡！ 

鄉民 A：(台)看清楚， 才不會

被人吃走。 

年輕人：這是最適合咱老人使

用，明目、通血路、固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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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拿出一本資料夾，翻開

出現很多見證者照片。 

鄉民 B 一手推開照片資料夾，

對著年輕人說！ 

年輕人這時趕緊收拾離開。 

鄉民 B 對著其他鄉民說。 

現代中醫藥局展示商品合法

標示。 

鄉民 C 對其他鄉民說，所有鄉

民都笑了起來。 

年輕人：你看！這麼多人使用

稱讚….。 

鄉民 B：哦！我用手機上網查

看看！賣不合法的藥是要吃

官司喔！ 

年輕人：阿！你們繼續下棋、

泡茶。 

鄉民 B：買藥，買中藥材。 

一定要到合法藥局及中藥房

購買。 

鄉民 C：現代的歐吉尚，是有

智慧的沒那麼好騙！ 

旁白、字幕： 

「勿購買來源不明藥品」 

行政院衛生署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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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海報 

 



中醫藥年報（光碟版）第一期 第六冊 

234 

中藥用藥安全－海報分配（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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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海報分配（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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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    

日    期：民國 100年 8 月 28日（星期日）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門診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00號 7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 
臺北市萬華區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09:30 長官/貴賓致詞 

09:30〜10:20 認識常見的中草藥(林秀瓊 藥師) 

10:20〜10:40 休息 

10:40〜11:30 易混淆中藥材辨識(邱寶生 藥師) 

 〜 午 餐 休 息 〜 

13:00〜14:00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張智傑 藥師) 

藥物檢收宣導(朱喬伶 藥師) 

14:00〜14:20 休息 

14:20〜15:20 趣味跑考比賽--- (陳如慧、張贏仁、王銘派 藥師) 

15:20〜15:50 養生操---八段錦教學(于琳琍 主任及全體藥師) 

15:50〜17:00 頒獎 

※ 本活動提供紀念品、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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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 報到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 - 開幕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 課程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場地佈置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場地佈置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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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 中餐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 甜點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跑考比賽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八段錦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八段錦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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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頒獎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大合照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大合照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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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 ) ) 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    

日    期：民國 100年 9 月 4日（星期日） 
地    點：臺中市中區區公所（臺中市成功路 300號 6 樓）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協辦單位：臺中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09:20 長官/貴賓致詞 

09:20〜10:30 中藥辨識教育(郭昭麟主任) 

10:30〜10:40 休息 

10:40〜11:30 中藥法規教育(江睿玲博士) 

 〜 午 餐 休 息 〜 

13:00〜14:00 中藥辨識跑枱競賽活動(江睿玲博士、林宜燕藥師) 

14:00〜14:20 休息 

14:20〜15:10 中藥用藥安全教育(江睿玲博士) 

15:10〜16:00 頒獎 

※ 本活動提供紀念品、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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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 報到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 - 開幕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 課程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場地佈置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 中餐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跑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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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頒獎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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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座座座((((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 ) ) 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活動程序    

日    期：民國 100年 9 月 18日（星期日） 
地    點：高雄市三民區區公所 9 樓大禮堂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 215號 9 樓）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協辦單位：高雄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中醫部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09:20 長官/貴賓致詞 

09:20〜10:30 中藥辨識教育(林文相 藥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1:30 中藥法規教育(吳宗修 主任) 

〜 午 餐 休 息 〜 

13:00〜14:00 中藥辨識跑枱競賽活動(林立偉、蔡汎修 教授) 

14:00〜14:20 休息 

14:20〜15:10 中藥用藥安全教育(蔡金川 部長) 

15:10〜16:00 頒奬 

※ 本活動提供紀念品、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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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 報到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 - 開幕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 課程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場地佈置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 甜點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跑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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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頒獎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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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對於本次活動的茶/餐點安排，感到？ 53.57% 46.43% 0% 0% 0% 

對於本次活動場地之安排，感到？ 62.26% 37.74% 0% 0% 0% 

對於本次活動教材之編排與製作，感到？ 37.04% 62.96% 0% 1.85% 0% 

對於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65.52% 34.48% 0% 0% 0% 

整體而言，您對於此次活動感到？ 51.92% 48.08% 0% 0% 0%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區中區中區中區））））----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對於本次活動的茶/餐點安排，感到？ 47.62% 30.95% 16.67% 0% 2.38% 

對於本次活動場地之安排，感到？ 50% 37.5% 10% 2.5% 0% 

對於本次活動教材之編排與製作，感到？ 50% 32.5% 15% 2.5% 0% 

對於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62.5% 32.5% 5% 0% 0% 

整體而言，您對於此次活動感到？ 61.54% 30.77% 7.69% 0% 0%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座（（（（南區南區南區南區））））----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活動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對於本次活動的茶/餐點安排，感到？ 53.85% 46.15% 0% 0% 0% 

對於本次活動場地之安排，感到？ 55.56% 33.33% 11.11% 0% 0% 

對於本次活動教材之編排與製作，感到？ 40% 60% 0% 0% 0% 

對於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56% 44% 0% 0% 0% 

整體而言，您對於此次活動感到？ 52.17% 47.8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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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民眾正確使用中藥用藥安全問卷民眾正確使用中藥用藥安全問卷民眾正確使用中藥用藥安全問卷民眾正確使用中藥用藥安全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性  別：□女   □男 

2. 居 住 地：□北區(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 

□中區(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包括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3. 年  齡：□18 歲以下  □ 18~30 歲  □ 31~40 歲 

□41~50 歲  □ 51~60 歲  □ 60 歲以上 

4.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其他 

5. 教育程度：□國(初)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二、問卷內容 

1. 您大都到何處去購買中藥？(可複選) 

□ 中藥房   □中醫診所、中醫醫院  □夜市 

□ 電台   □路邊攤     □其他 

2. 您瞭解對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應該要提高警覺，堅持用藥五不原則： 

不聽廣播推薦、不信神奇療效、不買地攤夜市、不吃別人送的、不推薦給別人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3. 您瞭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那些事項？ 

能力一：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能力二：看清楚藥品標示。 

能力三：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 

能力五：與中醫師、藥師做朋友。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4. 您瞭解服用中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5. 您瞭解購買中藥可以就近到合法的中藥房購買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6. 您瞭解到看病除了到西醫外，選擇健保中醫診所也是可以保險給付的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7. 您瞭解到使用中藥也可能有過期、變質、重金屬汙染、農藥殘留等會危害人體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8. 如果中藥使用過量或服用方法不正確，也會造成危害身體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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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對坊間小攤上販賣的大陸或其他來路不明的黑藥丸，你會相信其宣傳的療效

嗎？ 

□不相信       □不太相信    □無意見   □有些相信       □非常相信 

10. 中藥如果能包裝化並能標示檢驗字號、有效期限，你是否會願意購買？ 

□願意         □不願意      □無意見 

11. 您瞭解服用中藥與中藥兩種以上，也可能會相互影響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12. 您瞭解到人蔘、黑紅棗等有些中藥單味使用是可以當成食材使用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13. 您瞭解中藥使用如果與西藥併服也可能會造成互相影響，危害身體嗎？ 

□不瞭解       □不太瞭解    □無意見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