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Metformin於體重控制 

許家彰 藥師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指出，肥胖者與體重正常者比較，

有多 3倍以上的風險性會罹患糖尿病、代謝症候群、膽囊疾病、血脂異常

等疾病；有 2-3 倍的風險患有高血壓、高尿酸血症、痛風、骨性關節炎、

冠狀動脈心臟病；在乳癌、子宮內膜癌、結直腸癌、女性賀爾蒙異常等也

有高出 1-2陪的風險患病(亞東醫院，2022)。 

台灣衛生署統計，台灣是每 2個成人男性就有 1個是肥胖或過重，而

每 3 個女性跟每 4個兒童就有一個是肥胖者。肥胖不再只是外觀的問題，

對健康也造成威脅(亞東醫院，2022)！ 

肥胖治療： 

一般以非藥物治療為先（飲食及運動為最基本治療），藥物治療適用

於肥胖的病人，且經飲食、運動、行為改變後仍無法達到其體重減輕目標

的個案，須經醫師詳細評估過後才適用。 

台灣目前核准適用於肥胖的藥物，目前只有 Orlistat。Orlistat 是胰臟

和腸道脂肪分解酵素的抑制劑，作用為減少食物中的脂肪經腸道消化吸收，

可抑制 25~33％的腸道脂肪吸收。藉由 Orlistat的排油現象，降低脂肪的總

吸收量，也降低的總熱量攝取，以達到降低體重的效果。常見副作用為脂

溶性維生素 A.D.E.K 的缺乏與油便。 

第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首選用藥Metformin為另一種常用於體

重控制的雙胍類（Biguanied）藥物，其作用為減少肝臟產生葡萄糖、降低

小腸對葡萄糖的吸收外，增加細胞對胰島素敏感性，增加身體運用胰島素

的效率，增加醣份的利用。目前在台灣 TFDA核准用於第 2型糖尿病治療，

在美國 FDA 適應症亦僅核准用於第 2 型糖尿病，若用在體重控制為藥品

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 

Metformin在體重控制效果： 

過去在普通人群研究中發現短期或長期單獨使用Metformin可適度減

輕體重（約 2公斤）但其效果不如生活型態介入治療；在有服用抗精神病

藥物的人群中的短期試驗，與未使用的人相比，metformin 可減輕約 3 公

斤的體重；對於首次使用抗精神病藥物個案，與未使用的人相比，體重可

減少約 5公斤(Cooper et al., 2016)。 



服用Metformin注意事項： 

1.常見副作用為消化不良、脹氣、腹瀉，腸胃不好的人可以與食物併

服或在餐後服用。 

2.Metformin 在腎功能不良的患者易因為乳酸在體內堆積，引起乳酸

中毒(lactic acidosis)，建議在服用初期與長期使用時每年應檢測腎功能情況

(FDA, 2016)。 

3.長期使用Metformin亦可能影響維生素 B12吸收，可能原因為（1）

干擾迴腸內生因子-維生素 B12 複合物與腸細胞上 cubilin 受體結合； (2)

與 cubilin受體的相互作用；(3)小腸運動改變引起小腸細菌過度生長，而抑

制迴腸末端內生因子-維生素 B12 複合物吸收；(4)膽汁代謝和重吸收的改

變；(5)增加肝臟累積維生素 B12；(6)胃壁細胞的內生因子分泌減少(Infante et al., 

2016)。 

體重管理的建議： 

不建議自行使用藥物減重，應先諮詢醫師於就醫時可先請醫師評估是

否合併相關疾病、目前與過去曾使的藥物、個人史及家族史…等，了解可

能造成體重過重或影響體重控制的因素。而改變生活型態是體重管理計畫

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可採用涵蓋調整生活型態的多元介入，同時控制飲

食、增加體能活動，會較單一方法的介入更有效，為達預期效果有效且健

康的體重管理需要民眾個人與醫療團隊共同合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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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