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署公布國人去年10大死因

事故傷害與自殺死亡率降低1成多

衛生署最近公布國人去年10大死因，「排行

榜」與95年相同，但事故傷害、自殺、腦血管疾

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的死亡率都降低，尤以國人

事故傷害與自殺死亡率的降幅最為明顯，分別下降

了12.7%與12.2%。 

國人去年10大死因占死亡人數的比率依序為：

（1）癌症占28.9%（2）心臟疾病占9.3%（3）腦

血管疾病占9.2%（4）糖尿病占7.3%（5）事故傷

害占5.1%（6）肺炎占4.2%（7）慢性肝病及肝硬

化占3.7%（8）腎炎、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占3.7%

（9）自殺占2.8%（10）高血壓性疾病占1.4%。與

95年相比，心臟疾病從排名第3升為第2，腦血管疾

病從排名第3降為第2以外，其餘排序未變。

蟬聯國人10大死因之首的癌症，去年全國有

40306人，標準化死亡率為每10萬人口142.6人，

較去年增加2.4%。至於前10大主要癌症順位分別

為：（1）肺癌占19.8%（2）肝癌占19.4%（3）

結腸直腸癌占11.1%（4）女性乳癌占3.9%（5）胃

癌占6.1%（6）口腔癌（含口咽及下咽）占5.7%

（7）攝護腺癌占2.5%（8）子宮頸癌占2.1%（9）

食道癌占3.6%（10）胰臟癌占3.4%，與95年相

同。

令人慶幸的是，事故傷害死亡人數及死亡率為

近20年來最低，去年事故傷害死亡人數為7130人，

粗死亡率為每10萬人31.1人，標準化死亡率為每10

萬人27.9人，三者均為近20年來最低點，降幅則為

近20年來第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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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袋上註明藥害救濟資訊

全台44家醫院配合衛署政策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推動

藥袋包裝容器上加註藥害救濟相關用

語，為了解推動成效，該會分析去年

藥害救濟申請人的資料顯示，共有44

家醫院已經實施，11%的申請人是從

藥袋上的標示得知相關資訊而申請救

濟，並且從此類管道得知訊息進而申

請藥害救濟的人次，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

為方便民眾獲得藥害救濟資訊，

衛生署委託藥害救濟基金會自95年6月

開始，在全國醫療院所及藥局推動藥

袋包裝容器標示項目上加註藥害救濟

相關用語，讓民眾拿到藥袋閱讀藥品

資訊的同時，也可以同時得知藥害救

濟的相關訊息。

全台已經這麼做的44家醫院，

包括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在內的14

家醫學中心，以及28家署立醫院，另

有其他醫院正在研議當中。衛生署表

示，感謝醫療院所對國家衛生政策的

配合，以及對民眾用藥安全的重視，

44家醫院每天門診總計超過10萬人

次，換句話說，每天有數萬人藉由藥

袋上的標示接收到藥害救濟資訊。

勿買來路不明非法藥品

以防吃下過量砷、汞或不明西藥

加拿大衛生部最近提醒民眾，不要在海外旅

行時購買或在網路上訂購由中國製造的「通便靈膠

囊」、「穿心蓮膠囊」、「香藥胃安膠囊」、「複

方丹參片」「306消炎解毒膠囊」及「香砂六君

子」等6種含過量砷或汞的藥品。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追查得知上述藥品並未被

核准輸入台灣，也沒有在台灣合法販售。中醫藥委

員會並發函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中華民國中

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及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轉知所屬會員，切勿販售

未經衛生署核准的藥品，否則依照藥事法規定，製

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此外，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今年2月間，受理

消費者委託送檢的「中藥摻加西藥及重金屬」檢

測，結果被查出違法添加西藥的產品，多數是來路

不明的偽中藥。

衛生署表示，我國中藥廠全面實施優良藥品製

造規範（GMP），製藥業技術已趨成熟，中醫診

所也超過2500家，大部分醫療均屬健保給付範圍，

因此民眾有病應循正規醫療體系就醫，不可亂服偏

方或聽信誇大不實的違規廣告，以免延誤情病情。

衛生署呼籲民眾，如果家裡仍有來路不明的

偽中藥，應趕快清理丟棄。衛生署同時警告不法業

者，製造或販售偽藥，可處10年或7年以下有期徒

刑，且得併科1000萬元或500萬元以下罰金，千萬

不要以身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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