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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人類用藥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治病，其次則是強

身，但是藥，即是毒，正確用藥固可治病強身，不當用

藥卻常傷身致命，用藥之風險，很值得重視。

如果是循正確的醫療管道服用合法的藥品，實際上政府已經做過

必要的風險評估。因為衛生署核准的藥物，在上市之前已通過嚴

謹的臨床試驗，對用藥的利益與風險，已經仔細做過專業的評

估，此外，藥品上市之後，還有不良反應通報系統持續監測，對

於新藥，更有五年的監視期，密集的偵測其安全性。但是，如果

誤信非法藥品廣告，那將會曝露在用藥危險情境之中。

醫藥科學的進步，拯救了無數人寶貴的生命健康，甚至也改善

了病人的生活品質，確實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用藥是一門

高深的學問，之前提到合法藥物都是經過層層評估，如果加上

醫師的專業診斷，而且也能遵循醫囑服藥，應該沒有安全上的

顧慮，絕大部分通常都是如此，只是還是會有極少數的例外。

坊間暢銷書《達文西密碼》，即描述陰謀家李伊利用僕人黑密

對花生特有的嚴重過敏反應，將之殺人滅口。的確如此，對於

少數特殊體質的人，再多的藥物安全數據，對他而言都不具意

義。尤其不幸的是，以現今的醫療技術，我們仍然無法正確預

知病人是否將會產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

因此，服藥期間密切注意有無不尋常的變化發生，是相當重要

行政院衛生署 前署長

侯勝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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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旦疑似病變產生，立即停藥、馬上回診是最佳的自保方

式。如果不幸演變成要住院治療的嚴重不良反應，甚至造成功

能障礙或者不幸死亡，由於使用合法之藥物，而且並無醫療疏

失，加上病人也都遵循專業指示用藥，基本上這就是藥害救濟

適用對象。

每一位藥害之當事人，其實都是歷經生死折磨，最常見的皮膚

病變，如史帝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患者全身皮膚潰爛，必須住

進燒燙傷之病房，還可能引發猛爆性肝炎、失聰、失明甚至死

亡；對於這些不幸的受害者，藥害救濟制度為他們提供了一些

金錢上的幫助。想要瞭解藥害救濟詳細資訊可以上網（www.

tdrf.org.tw）或用電話（02-23584097）加以查詢。

確保民眾用藥安全，政府機關、製藥廠商、醫師、藥師、護理人

員固然均有責任，但病人本身也居於重要關鍵：看病的時候自身

特異體質有沒有講清楚（尤其是藥物之過敏史）？拿藥的時候有

沒有聽清楚（尤其是藥物如何使用）？藥品的標示有沒有看清

楚？用藥的疑慮有沒有問清楚？萬一發生藥害，知不知道有何管

道可以救濟？常聽到人家說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但用藥又何

嘗不是對注意用藥安全的人，提供最多的利益與保障。

這一本故事集，是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將其多年以來執行

業務所碰到之案例故事化集結而成，希望能讓讀者透過閱讀故

事，瞭解藥害救濟制度，認識違規不實廣告，建立藥物不良反

應通報系統等應有之觀念，以強化正確的用藥常識，進而避免

或降低傷害的發生，這是一本極實用的書籍，希望大家多加翻

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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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聽過一種說法：如果我國的用藥安全機制能發展到與

美國一樣，民眾沒有醫生的處方箋，想要買到處方藥品

比買槍枝還困難，那麼我們就算得上是一個先進的國家。這是

有點玩笑性的比喻，但卻也點出一項重點，進步的國家必須要

能重視民眾的用藥安全。

長期以來衛生署一直在努力推動用藥安全機制，這個制度的設

計目前已做到有專業藥師幫忙民眾把關，但這仍是前期的工

作。用藥安全是維護病人安全的重要一環，必須能發展到民眾

有自主消費意識，會主動要求知道自己使用的是什麼藥，整體

制度的建立才算完整。而這也是衛生署還在努力的。

談到藥害，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觀念，那就是藥害發生並不一

定是藥品製造廠家的錯。在每項新藥品被研發成功，經過臨床

實驗，核淮製造上市前，都必須通過醫學科技的檢驗和評估，

問題就在於科學技術有其極限，技術檢驗或能做到某種程度的

藥害救濟基金會 董事長

蕭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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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把關和效益評估，但仍會存在藥品上市時，科技還無法察

知的黑洞；或也有些是已知會有風險，但經評估發生率極低，

雖無法事先防範，但在風險和效益權衡後被核准上市的。

因此，藥害救濟就是希望在科技帶來的效益和風險間，能有補

償的機會。救濟不是賠償，所以會有一定的審查標準。以基金

會過去的經驗，申請補償成功案例，多是透過醫療專業人員協

助。台灣是全世界第三個建立藥害救濟制度的國家，是很先進

的，從維護社會安全和保障弱勢的角度，我們很感謝產業界的

支持。而基金會出版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透過說故事軟性的

表達，讓更多的民眾了解，一旦用藥風險不幸發生，政府設有

救濟管道可以尋求。

基金會在受理個案申請時，體認到許多民眾因為藥害而承受身

心上極大的痛苦甚至喪失生命。我們希望透過藥害救濟的作

法，可以把個案的情況回饋給科技研究，而最終有一天能找出

藥害發生的原因，研究因應之道降低發生比率，造惠大眾，那

麼，這些遇到藥害的朋友和其家人，也算痛苦沒有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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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藥害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我一半感到陌生，一半感

到熟悉。陌生的是基金會裡服務的同仁，對我來說是

需要重新認識的夥伴；而熟悉的是基金會從賦予法源到成立，

都是在我服務衛生署時主管任內完成，我一路上看著基金會成

長，對其業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去年從公職退休後，承署長

之情及蕭董事長同意下，接下基金會執行長，得以有機會繼續

貫徹衛生署對藥害救濟的理念和政策，這對原打算退休後過閒

逸生活的我，實在是個人職場生涯外的另一章。

到藥害基金會後，我花了時間仔仔細細地讀這本「那天之後」

藥害故事集，這本故事集述說了十個故事，分成了三大部份，

讓大家明白藥害的三個層面。那麼藥害是什麼呢？藥品原是應

該幫助人的。但是卻因藥物的不同特性，和用藥者個別體質及

病情的差異，以致在合理用藥的情況下，發生了無法預期之藥

物不良反應，導致嚴重傷害、殘疾或甚至死亡。在書中第一部

份的故事裡，讀者可能會很意外，那些平常被普遍使用的藥

品，例如治療結膜炎點用的眼藥水、動手術時一定要使用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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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序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執行長 顏秀瓊



7

醉劑、做電腦斷層掃描必須注射的顯影劑、治療三叉神經痛、

治療肺結核病常用藥，大多數的人使用後都沒有問題的藥品，

卻有少數人，在使用後發生難以承受的後果。再追根究底，發

覺醫生沒錯，藥品也是被合理使用，意外狀況卻還是發生，這

就是藥害。發生藥害，藥害救濟基金會可受理病患申請救濟，

經過審議實際情況後，合乎藥害救濟的，基金會就會給予適當

救濟金。

再說故事集的第二部份「致命的謊言」，談的是坊間充斥的廣

告產品，其實在國內非常普遍。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各式減

肥產品，未經衛生署核淮的中藥丸、和直銷販售的營養品，這

些號稱有療效的產品，透過電視第四台購物頻道或廣播電台鼓

吹誇大，讓民眾信以為真，花錢購買。民眾因服用這些來路不

明的藥品導致受害的案例，層出不窮，賠上健康；而這些服用

不合法成藥導致的傷害，卻是無法被救濟的。

最後一部份「副作用」單元中，談到我們會因個人體質的不

同，在用藥後可能產生過敏反應。若對安全用藥沒有正確的觀

念，重覆用藥也會引起藥物交互作用與過敏反應，而這些都是

用藥前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的。

在過去沒有藥害救濟制度之前，民眾可能並不了解自己是因為

藥物副作用而產生的傷害，大多數的人會認定是醫生的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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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醫療訴訟一途，但其實我們都知道，醫療訴訟所涉及的層

面十分專業而且複雜，不僅對受害者的救助常常是緩不濟急，

對醫療機構和廠商聲譽的損失，也是難以估計。而且藥害的案

例並不是醫師的過失造成，受害民眾最後只能自認倒楣，求助

無門。

藥害救濟制度就是在這樣的考量下產生的。衛生署參考先進國

家處理藥害事故的立法經驗及我國當時現況，著手規劃藥害救

濟制度，保障消費者在正當使用合法藥物下，發生嚴重藥物不

良反應時，可以即時獲得救助。其實我們在全世界，除了德、

日之外，是第三個國家施行藥害救濟制度，我們可算是非常先

進的。 

藥害救濟基金會自創立以來己過了六、七個年頭，拿人的一生

來比擬，過去這六、七年就像剛初生的嬰兒長大到青年，在蕭

美玲董事長和前任的執行長回德仁帶領下，成長茁壯。我想除

了延續藥害制度後端藥害救濟給付業務之外，我希望能更著力

於前端預防藥害之發生，那麼對民眾藥害救濟的認知宣導做得

更加完備益顯重要。這本「那天之後」藥害救濟故事集是一本

感動人心，又能傳達資訊的書。書裡把藥害救濟的範疇說得很

清楚，我也希望民眾能從這本書真實的故事中引以為鑑，藥害

故事集亦是非常好的宣導教材，值得加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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