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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免疫疾病的發生，常是多重原因導致而成的，例如:遺傳、基因改變、

環境和感染等。疾病的嚴重度也是如此，上述同樣的原因皆有可能會影響疾病的

嚴重度。拿紅斑性狼瘡為例，些許病患是以皮膚紅疹來表現，但部分患者可能一

發病就是嚴重的狼瘡腎炎或肺出血等，醫界對於相同疾病而有不同表現提出了許

多理論，但目前卻無一定的共識。然而，影響疾病的進展與嚴重度很重要的因素

是─適當的治療與追蹤。                                                                                                      

    身為一位臨床醫師，門診時我時常詢問病人的用藥情形，常會看到病人尷尬

的說：我都沒吃藥耶，或是在沒有醫師的許可下自行調整劑量，甚至有人會直接

說，我都吃中藥啊，西藥副作用太大，我這次只是想回診抽血看報告啦！但事後

回顧來看，疾病的惡化常常就因為沒有規則服藥。或許有的人會說，我吃這些藥

會過敏啊，所以我才不吃。但詢問的結果，通常是藥物的副作用而非過敏。過敏，

顧名思義來說，是身體對於外來的刺激產生了不正常、過度的免疫反應，通常對

藥物產生過敏反應時，醫師會避免再去使用相同成分藥物，因為再次的過敏刺激，

少數病人可能產生嚴重的呼吸困難甚至休克。再來藥物副作用的部分，通常是藥

品在進行臨床研究時，對發生在病患身上各式各樣的表現，所統計出的結果。有

些是病患可自行發覺，例如噁心感或皮膚搔癢等，但部分需要實驗室檢查才會知

道，如肝腎功能的改變或白血球低下。有時過敏和副作用十分難區分，需仰賴有

經驗的醫師作判斷。 

    當病患服藥後感到不舒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行停藥並迅速回診詢問醫師，

以便區分是過敏還是藥物副作用。或者在使用一個新的藥物前，詢問醫師可能的

副作用和詳讀仿單。仿單上常會列出常見的副作用，這樣可以使病患服用藥物後

能自行觀察是否發現類似情況。一般來說，醫師會針對不同的反應來對藥物作調

整，例如更改劑量或是尋找替代用藥。但當藥物好處遠大於藥物副作用時，我們

也會請病人在合理的範圍內多加忍耐。    

    所以規則服藥和定期追蹤是發現藥物不良反應的最好辦法。當不規則服藥，

醫師無法找出到底是哪顆藥出了問題，沒有規則回診醫師不能判斷疾病活性的改

變與給予適當的藥物。多加跟您的醫師討論用藥，定期的追蹤檢查，讓醫師知道

什麼藥物是最適合你的，如此不但可以節省彼此的時間，更能讓疾病受到最好的

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