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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言 正解版瘋
衛生主管機關正式核准上市的疫苗，基本上都是安全的；都經過嚴謹的製作、

保存程序，必須通過溫度控管及逐批檢驗 2 道關卡及 11 項檢驗，任何一項不符

規定，整批疫苗都需銷毀。

接種流感疫苗除了降低流感罹患率，萬一還是得了流感，至少能降低嚴重性。

由於流感疫苗是不活化疫苗，理論上不會直接導致接種者染上流感。至於民眾覺

得打疫苗後反而得了流感，有可能與打疫苗時進出醫院診所等高感染區有關；所

以民眾到醫院診所一定要記得戴口罩。

而疫苗與其他藥品一樣可能有副作用，最常見的是注射部位疼痛及紅腫，這一

般會在發生後 1 到 2 天內自然恢復。如果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或症狀遲遲未改善，

請及早就醫。

此外，對蛋類過敏的人、施打時已經發燒的人不適合接種疫苗；因此，接種疫

苗一定要到合格的醫療院所，經過醫生檢查確認才能施打。

瘋傳1. 

瘋傳2. 

新聞報導新藥研發成功了，為何市面上沒有？

流感疫苗安全嗎？會不會反而得流感？

根據美國的統計報告顯示，藥廠開發一款新藥平均需耗時 10 年以上；而其中

攸關能否批准上市的最後驗證階段，也就是第三期臨床試驗，稱為「樞紐試驗」。

樞紐試驗是以大量患者進行的大規模試驗，用以確認新藥的療效並蒐集可能的副

作用資訊，是非常耗費人力、經費與時間的階段。

雖然新藥研發經過動物實驗進入到人體試驗的階段，已經是一條漫漫長路；最

終能通過樞紐試驗的藥物更如鳳毛鱗爪。藥廠投入大量資源研發的藥物，大約僅

有兩、三成可以順利進行到最後階段、通過樞紐試驗，準備上市；而每一個國家

又有不同的藥品上市查驗程序。

以我國為例，新藥申請查驗登記時，必須提出兩個獨立進行且成功的樞紐試驗，

確認其療效及安全性之後，才會獲得藥證，核准上市。因此，從新藥研發成功到

真正能在國內上市，必定會有一段時間差。

您是不是經常接觸到網路、媒體的各種食安知識？

身為患者或家有長者，想必更常關注一些健康、醫藥訊息，

但是，您知道這些被「瘋傳」的訊息都正確嗎？

「瘋傳言・正解版」請醫師為您關注這些傳聞，提供醫師正解。

正

正

整理／編輯小組

市面上益生菌產品琳瑯滿目，其菌種與含菌量不盡相同。民

眾除了根據產品說明所建議的頻率與用量服用，同時應改善飲

食及睡眠習慣，並增加纖維質、果寡糖之攝取，營造有利於益

生菌生長的環境，才能使好菌在腸道生生不息，不被壞菌取代。

選購前，可先考量自己攝取益生菌的目的，請教醫師等專業

人士意見，因為每個人的身體條件不同，沒有絕對「最好的」，

只有「較適合的」。因此，也有醫生建議，由於各產品

菌種不同，民眾也可採取輪流吃的方式，廣泛攝

取不同益菌，不要只相信某一種品牌。購買時最

好選擇有衛福部核發「健康食品許可證」的

「小綠人」標章產品，較有保障。

瘋傳3. 多吃益生菌真的就對身體好嗎？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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