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藥與西藥 1+1>2? 

台灣是中西醫醫療體系雙軌並行，因此民眾可能會於某一段期間內，

同時求診中西醫。 

有的民眾認為中藥、西藥是不同的藥物，所以一起服用並不會有影響，

但對人體來說 2種藥物口服後皆會經由腸道吸收後在體內產生作用；中草

藥含有生物活性成份(bioactive ingredient)，會與體內標的結合產生療效；

亦會誘導出相同於代謝西藥的酵素，或是與其競爭相同的代謝酵素；因此

當中西藥同時使用時，會藉由改變藥品藥效或藥物在體內之代謝、排除，

進而影響到彼此的療效和安全性，尤其是療效區間(therapeutic window)狹

窄的藥物。 

服用三高（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或慢性肝炎等慢性病用藥時，

若同時食用中藥或不適合之食品，可能使藥效打折或加重，影響到用藥安

全。像吃藥時應搭配溫開水，避免與葡萄柚汁共服，主要是因為葡萄柚汁

含有影響肝臟代謝和藥物運送蛋白的成分，使血中藥物濃度過高，引起藥

物不良反應。中藥裡也有與葡萄柚類似基原的藥材，如：枳實、枳殼與化

橘紅，當藥方中有此類藥材，就應避免與西藥併用。 

冬季民眾以藥膳補品進補，建議食用時，可注意「內容」、「用量」與

「頻率」。以當歸鴨而言，內含當歸、川芎都是活血類的中藥材，當它們

與抗凝血藥（Warfarin）併用時，就有可能增加出血的風險。因此，若有

服用抗凝血藥（Warfarin）病患「鴨肉可以淺嚐，湯建議不要喝，享受香

氣即可，才可避免副作用的風險。」此外，食用頻率也是關鍵，再好的東

西也不要常吃或過量。 

中西藥併服時，怎麼吃？ 

1.清楚告知用藥史：生病時一定要清楚告知醫師目前正服用之中藥、西藥

或保健食品，以利醫師評估用藥。 

2.留意服藥順序：若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用藥時，若

需同時服用其他藥物時，一定要諮詢適當的服藥順序。 

3.中西藥需間隔服用：若有中西藥併服的情況時，建議兩類藥物可間隔 2

小時以上，以免藥物在腸胃道之交互作用，並諮詢、評估是否適合一併使

用，確保用藥療效與安全。 

若服藥上有任何問題可打電話至您就診之醫療院所，諮詢用藥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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