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編輯組：(02)2397-1983 

廣告組：(02)2321-4712 醫藥世界週刊

衛生保健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 / 星期一
e-mail:medicine_twkimo@yahoo.com.tw        

現年 72 歲的張媽媽，有高血壓、心臟

病病史，長期背痛、腰痛。5 年前曾在家

中浴室意外跌倒，導致骨折，經診斷為骨

質疏鬆症，便開始使用雙磷酸鹽類藥品

（bisphosphonates）。可是，張媽媽不

時會感覺牙齦腫脹疼痛，但因怕痛而拒絕

就醫治療，最近因牙痛不已，決定去看牙

科並接受了拔牙手術，手術後發現傷口一

直無法癒合，牙齦疼痛感加重，下唇麻木

感、牙齒鬆動、化膿，再次回診就醫，經

追蹤用藥史發現，可能是雙磷酸鹽類藥品

所引起下顎壞死的嚴重不良反應。

「咦 ~ 張媽媽使用骨質疏鬆藥與下顎腫

痛，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使用雙磷酸鹽類藥品治療骨質疏鬆

症造成顎骨壞死並不常見。藥害救濟基金

會特別提醒，長期使用雙磷酸鹽類藥品治

療骨質疏鬆的病人，應聽從處方醫師的醫

囑，並定期進行口腔追蹤，若需進行牙科

侵入式手術，宜由醫師評估，以降低顎骨

壞死嚴重不良反應的發生。

使用雙磷酸鹽類藥品 

留意可能嚴重不良反應

治療停經後婦女骨質疏鬆的藥品眾多，

依作用機轉分為抗骨流失藥品，如：雙磷

酸鹽類、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單株

抗體藥品、女性荷爾蒙製劑，和促骨質合

成藥品，如：副甲狀腺素 1。雙磷酸鹽類

藥品是治療或預防骨質疏鬆主要藥品之

一，經文獻 2-3 指出，相較於其他藥品，

它能有效減少髖骨、脊椎或非脊椎骨折的

風險，有每周或每月服用一次的口服劑型，

也有三個月或一年施打一次的注射劑型。

然而，有些民眾可能不知道，長期使用

雙磷酸鹽類藥品，可能會導致罕見卻極嚴

重顎骨壞死的不良反應，症狀表現如口腔

疼痛、腫脹、下唇麻木感、化膿、牙齒鬆

動等，最嚴重症狀為顎骨壞死暴露。此外，

這類藥品也可能發生大腿、鼠蹊部或髖部

疼痛的不良反應，曾有非典型大腿骨骨折

的案例報告。

藥害救濟基金會提醒停經後婦女，若

正 使 用 治 療 骨 質 疏 鬆 症 的 藥 品， 例 如

alendronate、ibandronate、risedronate 

及 zoledronic acid 等雙磷酸鹽類藥品或

denosumab 單株抗體 ( 註 )，且罹有糖尿

病、使用類固醇、有吸菸習慣、口腔衛生

不佳或用藥期間曾拔牙者，更應留意上述

嚴重不良反應症狀 1-2,4，早期發現，減

低傷害。對此，政府也多次針對雙磷酸鹽

類藥品發布警示 4-5，提醒醫療人員及民

眾，用藥期間應避免施行牙科侵入性手術，

若需進行牙科治療，宜與處方醫師及牙醫

師討論與評估。降低顎骨壞死風險 藥記 3

原則：

原則 1-- 注意不良反應

治療骨質疏鬆症的雙磷酸鹽類藥品，引

起顎骨壞死的病例僅佔少數，若長期使用

且持續出現不適症狀，例如感覺口腔牙齦

疼痛、腫脹、化膿、唇或顏面麻木感、牙

齒鬆動或脫落、齒槽骨暴露、牙齒傷口無

法癒合等症狀，可能就有顎骨壞死的風險，

要立即回診。

原則 2-- 主動告知病史及用藥史

有骨質疏鬆症病史的婦女應定期回診，

與處方醫師充分溝通，了解可能的用藥風

險；如有需要進行拔牙、植牙等侵入性之

相關手術，或是嘴巴或牙齒有任何問題，

應主動告知處方醫師，以評估是否需調整

相關治療計畫。

定期至牙科檢查時，或是進行拔牙、牙

周侵入性手術前，亦須主動告知牙醫師相

關用藥史及病史，例如是否正使用雙磷酸

鹽類藥品、denosumab 或類固醇等藥品，

以評估牙科處置的安全性，降低藥物不良

反應發生的風險。

原則 3-- 用藥期間 隨時注意口腔健康

正在使用雙磷酸鹽類藥品的病人，需定

期接受牙科檢查及清除牙結石等口腔照護

工作，平時注意口腔清潔，養成良好口腔

衛生習慣。每天檢查口腔牙齦，若出現牙

齦疼痛、腫脹、化膿、唇或顏面麻木感、

牙齒鬆動或脫落、齒槽骨暴露、牙齒傷口

無法癒合等症狀，應告知處方醫師或牙醫

師。

藥害救濟基金會再次提醒您，雙磷酸鹽

類藥品造成顎骨壞死雖屬少數案例，但仍

不可忽視。建議民眾應定期做牙科檢查，

用藥期間留意不適症狀及口腔健康；做侵

入性牙科治療時，與處方醫師及牙醫師充

分溝通，減少顎骨壞死發生機率，確保用

藥安全。

註：每 6 個月皮下注射一次用於治療骨

質疏鬆症的單株抗體藥品 denosumab，

也可能會有罕見但嚴重的顎骨壞死不良反

應發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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