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聞  

 中草藥材問題知多少？ 中國醫藥大學報乎您知  

◎ 產學合作處 陳悅生主任 2011-01-18  

春節快到了，鑑於中草藥是保健市場的最愛；中國醫藥大學18日公佈99年替民眾檢驗中草藥安全把關的成效，提醒消費者重視服食中草藥的安全，校長 黃榮村 教

授強調，這項中草藥檢驗的服務平台，將會結合相關臨床研究，給予政策建議，未來要落實中草藥材的源頭管理，才能讓消費者服食中草藥更為安心。  

   

黃榮村校長表示，中國醫藥大學在中西醫學的專業領域的設備與研發能量充沛，因此，近幾年建構檢驗中草藥材的服務平台，替民眾服務食中草藥的安全把關。頗

受消費者信賴與好評。在兩岸簽署的《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海關「免審驗」生效後，大陸中藥材出口檢驗能否落實？難免引發大眾對中藥材吃的安全疑慮。  

   

中國醫藥大學18日上午公佈99年受理中草藥材的檢驗數據不良率達8％，其中含汞重金屬、類固醇及壯陽藥類比例較高；對此，黃榮村校長偕副校長兼產學長 陳偉

德 教授、並邀請中草藥材與保健領域的專家江鴻龍主任、 張永勳 教授、余建志助理教授解說台灣中草藥檢驗相關規範與辨識方法，讓市民服食中草藥材更安心。 

 

中草藥是我國歷代先賢的研究發展成果，其功效也不斷地經由臨床科學佐證其療效，如今服用中草藥養生或醫病已成為國內外的新趨勢；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兼產

學長 陳偉德 教授表示，由於中藥療效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因此有少數不肖業者擅自摻加西藥以達到快速的效果，殊不知，有些西藥與中藥會相互作用，而

使服食民眾處於用藥危險中。  

 

尤其是，大陸中草藥材含重金屬及農藥殘留時有所聞；為此，關心民眾用藥安全的中國醫藥大學增加檢驗項目，並開辦消費者委託送檢「中藥摻加西藥」、「重金

屬」、「農藥殘留」、「中藥材真偽藥鑑定」及「微生物」等檢測服務等檢測服務，替大眾用藥的安全把關，讓中草藥材吃的安心。  

   

中國醫藥大學公佈的99年中草藥材檢驗數據顯示，消費者委託送檢驗案有144件，不良數11件佔8%，其中類固醇類61件有6件不合格、佔10%，總重金屬62件、不合

格2件、佔3%，汞重金屬受檢2件、不合格1件，壯陽藥類2件、不合格1件。  

 

張永勳教授與余建志博士強調，此為學校受理民眾檢驗中草藥材的數據，並非全面性的普查結果；中國醫藥大學是站在服務民眾用藥安全的立場，依據政府的規範

標準做鑑定，希望政府能落實源頭管理，雙管齊下，中草藥材檢驗不良率最好是愈少愈好。 

 

余建志博士表示，中草藥材藥性溫和深受民眾青睞，台灣中藥材九成由中國大陸進口，每年進口高達四．四萬公噸；在兩岸簽署的《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包含「傳

染病防治」、「醫藥品安全管理及研發」、「中藥材安全管理及中醫藥研究」及「緊急救治」四大領域，其中以中藥材安全管理最受矚目。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訂出89項中藥材及18種「藥食兩用」中藥材的重金屬、農藥殘留及黃麴毒素檢驗標準，將依《醫藥衛生合作協議》送請大陸質檢總局執行中藥

材出口前的「源頭管理」把關，並附上檢驗證明書，才得輸入；換言之，大陸進口的中藥材在海關皆「免審驗」，如果有藥商檢驗把關疏失，消費者服食中草藥材

的安全難免會有疑慮。  

 

一般來說，中草藥材含重金屬、農藥殘留、硫磺(二氧化硫)等有害物質對身體有蓄積的問題，長期攝取將危害健康，如過量的鉛會引起貧血，其他症狀還包含腹

痛、急性腎衰竭及神經腦部病變；汞導致慢性中毒，影響神經及消化道系統。  

 

不僅如此，余建志博士說，坊間販售假藥材的情況時有所聞，常有民眾花了大錢購買昂貴中藥材如人參、冬蟲夏草、藏紅花等，不肖業者卻以假貨冒充真品，對消

費者而言花錢事小，若不小心傷了身體，可就損失大了，  

 

另外，國人常有服用減肥藥與壯陽藥的情況，此類藥物號稱漢方或天然，但常有不肖廠商添加西藥成分，如減肥類常添加的「諾美婷」、「羅氏鮮」、「咖啡

因」、「番瀉葉」，壯陽類常添加「犀利士」、「威而鋼」、「樂威壯」成份來欺騙消費者，消費者不可不慎！  

 

余建志博士建議消費者在購買或服用中藥時，最好先向合格中醫師詢問，並購買合法GMP中藥廠具有查驗登記領有許可證的藥品，才有保障；也不要購買來源不明

的中藥，特別是宣稱療效迅速的藥品，以免傷身，若沒服用完，應將剩餘的藥材包好放置於冰箱內保存。  

 

市民若對中草藥材用藥安全有疑慮，可電洽中國醫藥大學產學合作處索取檢驗委託申請表，或上網下載申請表，查詢送檢費用、劑量等訊息，再將申請表連同足量

藥品及檢驗費用，以親送或郵寄方式送達中國醫藥大學產學合作處檢驗；相關申請程序與費用，亦歡迎來電洽詢或上網查詢。電話：04-22053366#1580 網址：

http://btic.cmu.edu.tw/  

蘋果日報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123401/IssueID/20110119 

台灣時報 http://www.twtimes.com.tw/html/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40092 

台灣新生報 http://61.222.185.194/?FID=11&CID=131265 

中國廣播公司 http://www.bcc.com.tw/news/newsview.asp?cde=1406681 

台灣新聞網 http://www.5ch.com.tw/news/news_detail.asp?bclass=0008&num=0002823 

民眾時報 http://news.ihandle.com.tw/index.php 

HiNet 新聞網 http://times.hinet.net/times/article.do?newsid=4509861&isGraphArticle=true&option=society 

民時新聞報 http://www.macrocosm.tw/indexmain.php 

網路社區報 http://www.u369.com.tw/ 

PChome新聞網 http://news.msn.com.tw/news2022133.aspx 

新浪新聞網 http://magazines.sina.com.tw/article/20110118/4127365.html 

大紀元新聞網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18/n3146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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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報網路報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1&docid=101417641 



聯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LIFE/BREAKINGNEWS9/6102536.shtml 

中時電子報/工商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tech/12050902/122011011900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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