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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01

有時候皮膚會突然覺得很癢，不論是被蚊子叮、
皮膚乾燥，或是過敏，癢時常困擾著我們，使我
們不自覺的抓癢，因此止癢藥就會是很重要的工
具，但市面上的止癢藥百百種，我們必須正確的
選擇才不會傷了皮膚

想要了解民眾對止癢藥的認知選擇與
使用情形



01目標

● 癢的來源
● 止癢藥種類
● 市面上常見止癢藥效用與成分
● 民眾的認知與選擇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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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表

02

週次 預期完成目標 週次 預期完成目標

10 挑選主題 15 製作google表單調查

11 確定主題+找資料 16 彙整資料+製作小論文

12 段考週 17 統整資料+製作小論文

13 蒐集資料 18 製作小論文

14 蒐集資料 19 最後檢查



找資料&思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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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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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選擇

問卷調查

止癢藥

常見藥品效用種類

成分分析 作用優 缺

癢的來源

止癢藥不藥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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癢的感覺

04
我們會覺得癢乃是因為連接皮膚
的神經細胞受到刺激所導致的

癢覺受器 C纖維



癢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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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癢」以癢的周邊或中樞神經系
統的源性分為四類

皮膚發炎而引起
的

周邊/中樞神經病
變

系統性疾病

心理因素/精神疾
病



蚊蟲叮咬的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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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肥大細胞被刺激後釋放組
織胺，是一種正常的發炎反應

蚊子在叮咬人體皮膚時，為了防止血液
凝固阻塞口器，會用唾液潤滑，而當皮
膚受到外來唾液的侵入，會使人體免疫
系統發生反應。



止癢原理

04抓癢的動作，會刺激身上的「痛
覺」和「觸覺受器」，抑制發癢
現象。癢會因為給予皮膚痛感而
被暫時遺忘



止癢藥的效用種類

種類 作用 副作用

保濕劑 滋潤肌膚 無

單純止癢 減少發炎因子和癢的感覺 使用含薄荷、樟腦等成分的
外用止癢藥品，可能引起嬰
幼兒的神經不良反應

類固醇 以抗發炎和讓血管收縮的藥
物來達到止癢

皮膚可能出現脫皮、脫屑的
情況

抗組織胺 緩解紅腫及止癢 無

抗生素 預防皮膚傷口感染和治療 可能破壞皮膚健康

免疫抑制劑 達到抗發炎和搔癢的效果。
(主要用於異位性皮膚炎)

可能出現皮膚灼熱、搔癢等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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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癢藥
(針對蚊蟲叮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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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皮膚科(醫師開的藥) 市售用藥

口服藥和外用藥
例：類固醇

曼秀雷敦、曼秀雷敦AD、
萬精油、強力施美藥膏、

KOWA護那酷涼液



問卷調查(共107份)(對象：高中生)

使用止癢藥類別：
發現曼秀雷敦是最多人使用過的止癢藥，半數以上都有使用過KOWA護那酷涼液、
萬精油與曼秀雷敦AD三種止癢藥。



問卷調查

使用止癢藥的主要原因：
我們發現有72.9%的人將止癢藥「放置預備」使用，20.6%的人是「急需」使用，
第三多的則是為「醫師處方」。



問卷調查

選購止癢藥品方式
我們發現有66.4%的人是由「家人推薦購買」，16.8%的人是透過「網路查詢」選
購，8.4%的人則是依據「醫生指示」用藥。



問卷調查

Q:在塗抹止癢藥之前是否了解發癢原因？
有62.6%的人在塗抹止癢藥之前「了解」發癢原因，其餘的「不知道」發癢原因就
塗了止癢藥。



問卷調查

Q:在購買止癢藥之前是否了解其成分及優缺點？
有72.9%的人在購買止癢藥前「不了解」其成分及優缺點，27.1%的人是「了解」
過後才購買的。



問卷調查

Q:請問您在使用前會先閱讀藥品上的使用說明嗎？
有50.5%的人使用前「不會」閱讀使用說明，49.5%的人則「會」，幾乎是一半一
半，但不會的比例更高一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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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前面的研究與調查，止癢藥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
需品，但是大部分民眾對止癢藥的認知卻不夠充足，只
有接近半數民眾會在使用前閱讀說明書與成分，這是一
件很危險的事，例如:經過研究，大部分都含有樟腦，如
果患有蠶豆症或對此過敏的民眾不小心使用了可能會造
成嚴重的後果。且只有六、七成的民眾了解自己發癢的
原因而選擇適合的藥效品類，若是在不清楚發癢因素的
情況下亂用藥品可能會使藥效無法最好的發揮，甚至是
加重症狀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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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整個自主學習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了查詢資料和
判斷文章可信性的能力是重要的，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藥品的成分名稱和效用，由於有些藥品名會有許多別稱
，因此有些查到就會有好幾種，最後透過實體藥品的瓶
身和線上藥典才順利完成。另外，透過調查才知道其實
高中生對於止癢藥是蠻不了解的，用藥的觀念也沒有很
正確，因此，我認為平時就要先建立對藥物的基本認知
，並在使用前詳細閱讀說明書，在不確定病因前不要亂
塗，應向醫師確認，才不會使皮膚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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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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