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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A 型流感治療簡介 

蘇敏堯藥師 

前言：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簡稱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種常見的急性呼吸道傳

染病，以冬春季多見。也是一種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的疾病。其主要通過空氣

中的飛沫、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或與被污染物品的接觸傳播。臨床以高熱、乏力、

頭痛、全身酸痛等全身中毒症状重而呼吸道卡它症状較輕為特徵，流感病毒容易

發生變異，傳染性強，常引起流感的流行。 

新型 A 型流感（Novel Influenza A Virus Infections）係指除了每年週期性於人類

間流行的季節性流感（A/H1N1 及 A/H3N2）以外，偶發出現感染人類的其他 A

型流感亞型。不同亞型流感病毒對人類的感染力及所造成疾病嚴重度不盡相同，

目前曾造成人類嚴重疾病的亞型包括於1997年首次出現的H5N1流感，以及2013

年發現的 H7N9 流感，其致死率分別約為 60%及 30%。亦有些亞型感染人類後

僅引發輕微症狀或無症狀，例如 H7N3 流感及 H9N2 流感等。重症病例的臨床表

現多為早期出現發燒、咳嗽及呼吸短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而後快速進展為

嚴重肺炎，可能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及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輕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則包括結膜炎以及類流感症狀等。 

 

治療方法：  

症狀治療： 

http://cht.a-hospital.com/w/%E6%B5%81%E6%84%9F%E7%97%85%E6%AF%92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6%80%A5%E6%80%A7%E5%91%BC%E5%90%B8%E9%81%93%E4%BC%A0%E6%9F%93%E7%97%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6%80%A5%E6%80%A7%E5%91%BC%E5%90%B8%E9%81%93%E4%BC%A0%E6%9F%93%E7%97%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4%BC%A0%E6%9F%93%E6%80%A7
http://cht.a-hospital.com/w/%E7%96%BE%E7%97%85
http://cht.a-hospital.com/w/%E6%8E%A5%E8%A7%A6%E4%BC%A0%E6%92%AD
http://cht.a-hospital.com/w/%E9%AB%98%E7%83%AD
http://cht.a-hospital.com/w/%E4%B9%8F%E5%8A%9B
http://cht.a-hospital.com/w/%E5%A4%B4%E7%97%9B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5%85%A8%E8%BA%AB%E9%85%B8%E7%97%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4%B8%AD%E6%AF%92
http://cht.a-hospital.com/w/%E5%8D%A1%E5%AE%83%E7%97%87%E7%8A%B6


服用可以減輕症狀的藥物，如止咳藥、退燒藥、鼻塞流鼻水藥等等。注意：退燒

藥應避免使用 Aspirin 類藥物，以免增加雷氏症候群的機會。保持體力：就是需

要多休息，減少不必要之消耗，以保持體能來全力對抗病害。多飲水，給予流質

或流質飲食，適宜營養，補充維生素，進食後以溫開水或溫鹽水漱口，保持口鼻

清潔，全身症状明顯時予抗感染治療。可減少病毒的排毒量，抑制病毒複製，減

輕臨床症状，並防止病毒向下呼吸道蔓延導致肺炎等併發症。 

抗病毒藥物治療： 

目前有 Amantadine、Rimantadine、Zanamivir（Relenza）、Oseltamivir（Tamiflu）、

peramivir(Rapiacta)。前兩種是 M2 離子通道阻斷劑，它只對 A 型流行性感冒有

效，而且使用上只能用在中樞神經與胃腸的副作用，同時很容易產生抗藥性；後

三者則屬於神經胺酸抑制劑(neuraminidase inhibitor)，能有效治療 A 型及 B 型流

行性感冒。  

根據 WHO 及美國 CDC 資料顯示，目前新型 A 型流感中 H3N2v、H5N1 及 H7N9

流感病毒，對於神經胺酸酶抑制劑，包括 oseltamivir(Tammiflu)、zanamivir(Relenza)

及 peramivir(Rapiacta)仍具感受性。我國亦儲備有 2 種以上的流感抗病毒藥劑 

Amantadine 為 M2 離子阻斷劑，可阻斷病毒吸附於敏感細胞，抑制病毒複製，對

甲型流感有效。發病 48h 內用藥效果好。用量：成人 200mg/天，老人 100mg/天，

小孩 4-5mg/kg/天；用法：分 2 次口服，療程 3-4 天；副作用：口乾、頭暈、嗜

睡、共濟失調等神經系統症狀。用量： 100-200mg/天，用法：分 2 次口服，其

抗病毒活性比金剛烷胺高 2-4 倍，且神經系統副作用少。注意事項： 孕婦、神

經、精神異常、肝腎功能嚴重受損者禁用，且此兩種藥物易發生耐藥。 

注射疫苗： 

流行性感冒疫苗是每年針對特定的病毒株所製造的。因為每年所流行的病毒株不

一樣，所以疫苗必須每年接種。而疫苗的保護作用，需要幾週後才會發揮，所以

必須在十一月中旬之前接種，才可以在流行性感冒最容易流行的十二至隔年三月

發揮效用。 

預防方法： 

1. 勤洗手，雙手避免任意碰觸眼、鼻、口等黏膜。 

2. 保持空氣流通，咳嗽、打噴嚏需遮掩口鼻，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 吸

道症狀，應戴口罩並就醫，儘量不上班、不上課。 

3. 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澈底清潔雙手。 

4. 禽肉及蛋類澈底煮熟。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後立即洗手，刀具、砧板也要

澈底清洗後才能再度使用。 

http://cht.a-hospital.com/w/%E7%BB%B4%E7%94%9F%E7%B4%A0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6%8A%91%E5%88%B6%E7%97%85%E6%AF%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5%89%AF%E4%BD%9C%E7%94%A8
http://cht.a-hospital.com/w/%E5%8F%A3%E5%B9%B2
http://cht.a-hospital.com/w/%E5%85%B1%E6%B5%8E%E5%A4%B1%E8%B0%83
http://cht.a-hospital.com/w/%E7%A5%9E%E7%BB%8F
http://cht.a-hospital.com/w/%E7%A5%9E%E7%BB%8F
http://cht.a-hospital.com/w/%E8%82%9D%E8%82%BE
http://cht.a-hospital.com/w/%E8%80%90%E8%8D%AF


5. 不要購買或飼養來源不明或走私的禽鳥。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殺

處所、養禽場及活禽市場。 

6. 禽畜業工作者於作業過程時，應穿戴個人防護設施，工作後，應做好清消工作。 

7. 一般民眾平時應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維

護身體健康。 

8. 有禽鳥接觸史、流行地區旅遊史的民眾，若出現發燒、喉嚨痛、咳嗽、結膜炎

等症狀，請戴口罩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接觸史、工作內容及旅遊史等。 

9. 口罩是居家常備保健物品，宜適量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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