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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scopolamine 成分穿皮貼片劑型藥品
之風險探討

編輯部整理

前言

動暈症是一種症狀而非疾病，泛指搭乘交通工具所引起的腸胃道及中樞神經反應，包含

失去胃口、噁心、嘔吐、暈眩及冷汗直流等 1。Scopolamine 貼片因其易取得性，是國人預

防動暈症的首選之一。然而，臨床上雖普遍認為 scopolamine 貼片的安全性高，因其本身

為一種生物鹼，具有抗膽鹼之特性，仍有少數使用者曾發生抗膽鹼副作用。

英國醫藥品管理局（MHRA）於 2023 年 7 月 24 日對含 scopolamine 成分貼片發布

安全性警訊，表示當局接獲幾件因 scopolamine 貼片引起之嚴重及危及生命的抗膽鹼不

良反應，包含惡性高熱等。英國 MHRA 提醒民眾若使用方式錯誤或在適應症外（off-label 

use）的情況下使用貼片，可能會發生嚴重且致命的不良反應。此外，兒童族群較易受到抗

膽鹼副作用的影響，醫療人員應告知正確的使用方式及注意可能發生之副作用 2。

我國核准含 scopolamine 成分貼片劑型藥品許可證共 1 張，中文品名為暈得寧防暈貼

片劑 1.5 毫克（東茛菪儉），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我國核准之 scopolamine 貼片

適應症為預防或緩解動暈症引起之症狀，使用方式為每次在耳後貼一片，每片藥效可維持

72 小時。12 歲以下的個案使用需洽詢醫師。有鑑於此類藥品具前述之安全性疑慮，全國藥

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針對國內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資料進行分析並回顧相關醫學文獻，以了解

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之相關風險。

國內不良反應通報案件分析

經搜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資料庫，統計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止，共接獲 4

件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引起不良反應之通報案例，通報症狀多為抗膽鹼性藥物中毒之相

關副作用，包含潮紅、口乾、視力模糊、瞳孔放大、意識混亂、行為異常等症狀，用藥至發

病時距為數小時。通報個案描述如表一。

通報案件中，第一例及第二例為兒童個案，分別為 2 歲及 8 歲，皆因預防暈車而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數小時後發生中樞抗膽鹼症狀，包含意識不清、躁動、語焉不詳等，

相關症狀皆在移除貼片及接受適當治療後改善。其中，第二例個案將 scopolamine 貼於臉

頰，且同時使用兩片貼片，使用方式及劑量皆與仿單不符且有藥物過量之虞。第三例通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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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通報個案描述

件個案的年齡、性別、過去病史及併用藥品均未知，雖無法評估使用貼片之適當性，考量藥

物使用時序，仍無法排除為 scopolamine 貼片導致之抗膽鹼副作用。第四例個案為減少口

水分泌而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屬於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

編號 年齡 / 性別 嚴重性 通報症狀 通報描述

一 2 歲 5 個月 / 女
嚴重（其他具
重要臨床意
義之情況）

行為異常、
興奮、走路
不穩、視力
模糊

個案與家屬出遊時，因有暈車情形
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抵達目
的地後，個案有行為異常、說話快
速等症狀。就醫後個案之症狀在移
除貼片、經治療後改善。

二 8 歲 / 女

嚴重（導致病
人住院或延
長病人住院
時間）

認知功能障
礙、口渴、
寡尿、腸胃
不適、嘔吐、
散瞳且對光
無反應

個案出遊前一晚為預防暈車，於臉
頰使用兩片 scopolamine 貼片，
當下即出現口渴及寡尿等症狀。出
遊當日早上，個案出現躁動、意識
混亂、注意力不集中、幻聽及幻覺
等症狀。個案於急診時瞳孔對光無
反應，臆斷為抗膽鹼藥物中毒，轉
至兒童加護病房治療。治療後症狀
改善出院。

三 未知 / 未知
嚴重（其他具
重要臨床意
義之情況）

記憶喪失、
視線模糊、
口乾舌燥

個案為預防暈車，於社區藥局依
藥 師 指 示 購 買 scopolamine 貼
片。 個 案 於 晚 間 10 點 左 右 使 用
scopolamine 貼 片 後， 出 現 意 識
混亂、失去記憶、口乾舌燥及視線
模糊等症狀，症狀於四天後緩解。

四 82 歲 / 男 非嚴重 臉紅

個案有失智症病史，目前正接受安
寧治療，為減少口水分泌而使用
scopolamine 貼 片， 使 用 後 4 至
5 小時個案臉部出現些許漲紅。約
使用 7 小時後，漲紅現象擴及整
臉，因而移除貼片。移除貼片不久
後，症狀即消失。

安全資訊討論

動暈症發生的原因是由於在車、船、飛機行進中，視覺與前庭的感覺發生暫時性衝突，

或是內耳前庭系統內部訊號彼此不協調所致。研究發現與動暈症有關的神經傳導物質包含組

織胺（histamine）、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和正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當動

暈症發生時，組織胺 H1 受體（Histamine H1-receptors）的活化會誘發動暈症之症狀，例

如：嘔吐；而乙醯膽鹼毒蕈鹼受體（muscarinic receptor）則與感覺衝突訊號的產生有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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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暈症的發生與個人的敏感性有關，其風險因子包含性別、年齡、偏頭痛病史、種族與基因

等。以性別為例，荷爾蒙的變化是影響動暈症的因子之一，因此動暈症較易發生於女性，特

別是在懷孕、生理期或有服用口服避孕藥之女性。小於兩歲的幼兒及大於五十歲的成人較不

易得到動暈症，而 2 至 12 歲是動暈症的好發年齡。有偏頭痛病史的乘客更容易得到動暈症；

華人則較高加索人易發生動暈症 4。

目前針對動暈症以預防為主，預防方式可分為兩大類：改變環境因素及藥物預防。改變

環境因素的方法有：在選擇座位時，選擇晃動較少的座位；在移動的環境中，避免閱讀或觀

看螢幕等增加前庭和視覺之間衝突的行為，應注視地平線或遠處的靜止物體 5。常用於預防

動暈症的藥品成份包括「第一代抗組織胺」和「東莨菪鹼」兩類，皆具有抑制中樞膽鹼的作

用，因此可阻斷感官衝突的感覺輸入，並抑制動暈症產生的各種症狀 6。第一代抗組織胺成

分藥品的作用起始時間快，且價格便宜，但其藥效持續時間較短且鎮靜效果較強，容易使人

感到頭昏、嗜睡。常見藥品有 diphenhydramine、chlorpheniramine、meclizine 等，於

出發前 30-60 分鐘服用，若有需要可每 6 小時服用一次 7。

Scopolamine 是一種生物鹼的成分，為非選擇性毒蕈鹼受體拮抗劑，具有抗膽鹼之特

性。由於該藥品可穿過血腦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因此同時具有中樞抑制作用，進

而產生中樞鎮靜、止吐、止暈等效果。常用於預防動暈症的劑型為耳後貼片，於出發 4~12

小時前使用。Scopolamine 貼片之作用時間較長，且鎮靜效果較第一代抗組織胺弱，適合

需要長時間搭乘交通工具或希望在旅程中保持清醒的旅人使用 8。因其藥理特性，除了預防

動暈症，scopolamine 貼片於臨床上也可使用於治療過度流涎、化療或術後引起之噁心嘔

吐 9,10。抗膽鹼症候群（anticholinergic syndrome）為此類藥品之常見不良反應，包括口乾、

視力模糊、皮膚刺激、躁動（詳見表二）；然錯誤或過量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可能導致

危及生命之抗膽鹼副作用，如高熱、幻覺、譫妄、癲癇發作、昏迷、呼吸道麻痺等 11。

Scopolamine 貼片使用歷史悠久，特殊族群使用藥品之安全性資訊卻相對稀少。兒童

族群因其藥物動力學差異可能更容易受到抗膽鹼毒性的影響，過往已有多篇記載兒童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後導致抗膽鹼症候群之案例系列或個案報告文獻 12,13,14,15,16,17，用藥原因

包括術後止吐或腦癱病人過度流涎，不良反應症狀包含內斜視、單側瞳孔放大，以及中樞抗

膽鹼症狀如譫妄、幻覺、躁動、高熱等。其他特殊族群如老年族群、孕婦，以及本身患有氣

喘、青光眼及良性攝護腺肥大等病人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時亦須特別留意抗膽鹼副作用

的發生 18。

另外，scopolamine 貼片在臨床上也常有錯誤使用的現象，如將貼片分割使用、一次

使用多片、不間斷的連續使用、長期使用等。使用方式錯誤可能對藥品的生體可用率有負面

影響，或導致 scopolamine 過量，進而導致抗膽鹼症候群。即使移除貼片，仍可能因皮膚

中殘留的 scopolamine 持續被人體吸收，導致抗膽鹼症候群症狀持續長達 24 小時或更久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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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抗膽鹼症候群常見症狀 11

器官系統 症狀

中樞神經 躁動、興奮、意識不清、幻覺、口齒不清、語焉不詳

眼睛 視覺調節障礙 ( 視力模糊 )、散瞳

黏膜皮膚 黏膜乾燥、皮膚潮紅及熱、皮疹

消化道 口乾、腸胃蠕動減慢、吞嚥困難

泌尿道 尿滯留

心血管症狀 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呼吸速率增加

各國行政措施暨仿單檢視

有關 scopolamine 之抗膽鹼症候群風險，英國 MHRA 曾於 2023 年 7 月發佈相關安全

性警訊，表示 scopolamine 貼片之錯誤使用及適應症外使用可能會增加此風險，且曾接獲

少數危及生命之抗膽鹼不良反應通報案例。英國核准之 scopolamine 穿皮貼片劑僅適用於

預防 10 歲以上兒童及成人之動暈症症狀，然臨床上此貼片因其易取得性，常有適應症外使

用的情形。MHRA 已接獲一件兒童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後發生高熱（hyperthermia）

導致非預期性死亡的案例。高熱是抗膽鹼藥品中毒時，因病人體內體溫調節機制受到影響造

成體溫異常升高的現象，嚴重可能導致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20。英國 MHRA 針對前述之

風險，已要求 scopolamine 穿皮貼片劑之許可證持有商更新仿單及病人用藥須知，於不良

反應段落加刊「高熱」，並詳述體溫過高時應進行的處置等相關安全性資訊。

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亦於 2023 年 8 月發布含 scopolamine hydrobromide

成分藥品穿皮貼片劑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提醒民眾及醫療人員相關之風險及安全性資訊。

檢視我國 scopolamine 穿皮貼片劑中文仿單目前針對抗膽鹼副作用（包含高熱）之記載，

包括於「警語」處刊載「頭痛、臉紅、心悸、排尿困難、暈眩、浮動、不安定感、口乾、便

祕及下痢、視覺上之困擾」、「若使用本藥後，出現高熱反應，除了撕除貼片停止使用及尋

求醫療幫助外，應立即採取措施降低體溫，如移至蔭涼通風處、鬆脫衣物、全身皮膚噴灑水

或將冰袋放置頸部、腋窩和鼠蹊部等」。

結論與建議

Scopolamine 穿皮貼片劑於我國被核准用於動暈症之預防，因其具有抗膽鹼特性，臨

床上另可用於治療過度流涎、化療及術後止吐。此藥品之抗膽鹼副作用雖為已知風險，然未

以正確方式使用貼片，或特殊族群因生理功能差異，可能增加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後發

生抗膽鹼症候群之風險。回顧國內不良反應通報案件，其中有一案為仿單標示外使用，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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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童過量使用，另有一例兩歲半女童使用 scopolamine 貼片後發生抗膽鹼之副作用。由

於我國之 scopolamine 貼片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易於一般藥局取得，可能有低通

報（under-reporting）之情形而低估國內實際發生不良反應之案件數量。醫療人員及藥局

藥師應提醒民眾遵循仿單及藥師指示使用，特殊族群如未滿 12 歲之兒童則應先經過醫師評

估，並於使用期間注意抗膽鹼不良反應症狀的發生。

醫療人員與廠商一旦得知有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發生，應依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規

定，在法定時限內通報至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食品藥物管理署與全國藥物不良反應

通報中心將持續監測所有藥品不良反應之通報及相關藥品安全訊息，以維護國人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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