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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於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之際，為遵從社交距離措施，

市民可能會比往常有較多的機會留在家中。然而，長時間留在

家中而沒有恆常的運動，難免會對維持身體健康構成一些影

響。事實上，有些人可能因留在家中而運動量不足，導致體重

增加。恆常運動的習慣需要持之以恆及努力。因此，有些人可

能會考慮以減肥產品作為減輕體重的捷徑。但是，服用減肥產

品並非全無風險，尤其是在沒有醫生的建議下進行，更有可能

發生中毒的情況。而在這期的中毒直擊，我們總結了因自行購

買減肥產品的相關本地中毒情況，並就如何安全地控制體重提

供一些建議。 



服用減肥產品的相關本地中毒呈報個案 

 於 2016 年至 2020 年（截至 10 月），衞生署共接獲 72 宗與服用減肥藥有關的

中毒呈報個案（圖 1）。 他們大多數是女性（70 名女性和 2 名男性），年齡介乎 15

至 57 歲之間（中位數： 26 歲）。他們的體重指標 (BMI) 介乎 17.8 至 41.5（中位數：

23.8）。精神心理徵狀，如幻覺和異常行為（30 / 72，41.7％）是最常見的，其次是

與心血管疾病相關的徵狀，例如胸口不適和心悸（20 / 72，27.8％）和腸胃不適，例

如嘔吐和腹瀉（12/72，16.7％）。其他徵狀包括失去知覺，乏力，抽搐等（圖 2）。

大部分個案需要住院治療（59 / 72，81.9％），但沒有因中毒而死亡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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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016 年至 2020 年（截至 2020 年 10 月）期間 

接獲有關服用減肥產品中毒個案的呈報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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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 72 宗呈報個案中最常出現的徵狀 

於 72 宗個案中，大部分（51/72，70.8％）都是經互聯網購買減肥產品。有些個

案（10/72，13.9％）其產品是從他們朋友獲得。另一些個案則從本地的零售店舖購得

產品（7 / 72，9.7％）。其餘個案的產品是病人本人從香港以外的地區購買（4 / 72，

5.6％）（圖 3）。 

圖 3 ： 72 宗呈報個案中獲得減肥產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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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2宗個案中，71宗（71 / 72，98.6％）有剩餘的減肥產品以作化學分析。這

71宗個案全部均驗出含有未申報 或禁用的成分。最常見的成分是 西布曲明，

（49/71，69.0％），它曾用於抑壓食慾的藥物，但因增加心血管風險已被禁用。其

次 是 瀉 藥，例 如 酚 酞（因 其 可 能 引 致 癌 症 而 被 禁 用）和 比 沙 可 啶（42/71，

59.2％），利尿藥（18/71，25.4％）和動物甲狀腺組織/甲狀腺荷爾蒙或類似物

（12/71，佔16.9％）（圖4），其概況與之前的報告相似 1。值得注意的是，幾乎三

分之一的個案（23 / 72，31.9％）涉及使用由多種不同類型減肥產品組成的雞尾酒

減肥法。令人擔憂的是有12宗個案（16.7％）竟同時涉及八種或以上的混合減肥產

品。這種做法特別危險，不但有更高的機會引起副作用，更可能有不同的減肥產品

而引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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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呈報個案中服用減肥產品的常見成分  

(註：一位患者可能服用多於一種的減肥產品，因此總數大過 72 ) 

有些人可能認為以短暫及溫和的副作用來換取無需運動和控制飲食而可快速減

輕體重是一個好的選擇。然而，市民必須緊記，減肥產品的效用聲稱往往會被賣方

誇大，減肥產品的副作用其實是可以相當嚴重和持久的。此外，體重減輕過快可導

致各種健康問題，包括電解質不平衡，營養不良，膽石和身體疲倦。以下是兩個案

例。  



服用減肥產品相關的精神異常個案  

 一名26歲女士過往健康良好，因有一個月時間出現情緒不穩，言語不清，被迫

害念頭和幻覺等徵狀，而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求醫。身體檢查顯示她的血壓為

137/84 mmHg，脈搏為每分鐘117次。心電圖顯示異常的T波出現倒轉的情況。腦部

磁力共振掃描並無異常。她報稱最近一個月服用了“保健食品”進行減肥。於病人

的尿液和提交的“保健食品”中分別驗到西布曲明的代謝物和西布曲明。她被診斷

為興奮劑誘發的精神異常。 

 根據病人提供的資料，保健食品據稱是由“植物奶”製成，並在互聯網上經由

社交媒體購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賣家經常使用各種虛假聲明以推銷減肥產品，

如這個案，該產品聲稱是由天然成分“植物奶”製成，但實際上含有禁用的西藥。

在以往的中毒個案中，減肥產品的成分曾聲稱是具有減肥功效的純粹草藥，咖啡粉

或天然酵素，但都被發現含有西藥，包括那些被禁用的藥物。另外，服用減肥產品

後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副作用，如這病人出現急性精神異常徵狀，需要入住精神科醫

院及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治療。  

 

服用減肥產品相關的頭痛和視力模糊個案 

 一名15歲過往健康良好的女孩因嘔吐、頭痛、視力模糊、眩暈和耳鳴被送往公

立醫院急症室。身體檢查顯示病人瞳孔放大和心跳加快，但血液測試並無異常。該

病人表示曾一次服用20粒減肥藥丸來減肥。於病人的尿液和提交減肥產品的樣本中

分別檢測到西布曲明的代謝物和西布曲明。病人表示減肥產品是透過社交媒體購

買，而賣家更聲稱該產品可以在短短7天內減去7公斤的體重和燃燒多餘的脂肪。最

初病人只是每天服用1到3粒減肥藥丸，但為求得到更快和顯著的減肥效果，在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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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之前她更一口氣服用了20粒減肥藥丸。 

 減肥人士往往會希望減肥效果可以快速見效。但是，減肥是需要時間讓身體燃

燒脂肪。服用過量的減肥產品不但不會立即減輕體重，更會危害您的健康。若減肥

產品聲稱「好得難以令人相信」的時候，市民在選擇時更應小心留神。這些產品的

聲稱通常都缺乏科學證據，更有些可能含有西藥成分和有害物質。此外，有研究顯

示減肥人士在停止服用減肥產品後，體重會回升 2,3。因此，安全和健康的減肥速度

應以每星期減去0.5到1公斤（1到2磅）為目標 4。 

 

什麼是超重或肥胖?  

 在72宗有關使用減肥產品後中毒的呈報個案中，發現部份病人體重為過輕，而

最低的體重指標更為17.8，顯示出市民有必要了解何謂“過輕”、“適中”、“超

重”和“肥胖” 的定義。 

 體重指標是身高體重的簡便指標，通常用於對成人進行超重和肥胖分類。體重

指標計算方法是把體重（以公斤為單位）除以身高（以米為單位）的平方：公斤／

平方米(kg/m2)。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對亞洲成年人訂立的標準，體重指標低於

18.5 kg/m2以下屬過輕，而在 18.5 至 22.9 kg/m2 之間屬適中，在 23.0至 25.0 kg/

m2 以下屬超重，在25.0 kg/m2 或以上就被定義為肥胖。 

 此外，另一種常用的方法是測量腰圍。腰圍超過 90 厘米（約 36 英寸）的男

性，或超過 80 厘米（約 32英寸）的女性，均被認為是中央肥胖。 

 導致超重和肥胖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從食物或飲料所攝取的熱量與正常身體機

能及日常活動所消耗的熱量失衡所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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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不但會導致各種健康問題，例如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某些癌症

等風險。肥胖更是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後惡化為重症及死亡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 

6,7。於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中，肥胖病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後需入住深切治療部

的風險較非肥胖病人高74%，而死亡風險則高48% 8,9。 

 

正確的體重管理方法  

 在了解肥胖對身體的所有有害影響後，人們可能會覺得不得不迅速減肥。他們

可能會被各種時尚的飲食方式和減肥產品吸引，雖然這些方法聲稱可以快速減肥，

但這是往往對健康造成一定的代價。 

 市民亦要注意只有採取持續的健康生活模式，包括均衡飲食，進行足夠的體能

活動和避免飲酒，才能健康地管理體重 。 

 

均衡飲食和避免飲酒 

 要控制並達致理想體重，市民應依照「健康飲食金字塔」（圖五）的建議進

食，並遵從基本的健康飲食原則：減少油、鹽和糖的攝入、多吃水果和蔬菜、攝入

足夠的膳食纖維、飲足夠的水和避免飲酒 10。 

 在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下，市民會有較多時間留在家中和避免外出用膳，而

增加自行煮食，這更能掌控食材配搭和烹調方法而食得更健康。市民可以選購一些

儲存較持久的新鮮或冷凍水果和蔬菜、乾製及罐頭的豆類、全穀物類、澱粉根類、

雞蛋以及耐貯存低脂牛奶都是一些不錯的選擇。此外，市民亦應注意膳食的份量，

由於長時間留在家中及在有限的日常活動情況下，可能導致暴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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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更不是日常飲食中的必須品，市民應避免飲酒以達致更健康的身體。每克

酒精（7卡路里）所含有的卡路里比每克糖（4卡路里）還要高，幾乎與每克脂肪（9

卡路里）相約。而且酒精飲料通常都混入烈酒和其他高熱量的成分，例如果汁，糖

漿，奶油和汽水等，均會導致攝入更多的卡路里。酒精不但會阻礙體重控制，更會

對身心健康造成損害。酒精還會削弱免疫系統，令飲酒的人士更容易受到感染 12。 

圖 5： 成人健康飲食金字塔  

(有關兒童，青少年和長者的健康飲食金字塔，請瀏覽活出健康新方向網站：

https://www.change4health.gov.hk/tc/healthy_diet/guidelines/

food_pyramid/index.html) 

https://www.change4health.gov.hk/tc/healthy_diet/guidelines/food_pyramid/index.html


 

 

 

積極參與體能活動  

 根據世衞的建議，成年人士應每星期進行最少 150 分鐘中等強度的帶氧體能活

動，或最少 75 分鐘劇烈強度的帶氧體能活動，或中等強度和劇烈強度活動綜合起來

達到這一等量的體能活動，並每星期有2天或以上進行針對重要肌群的強化肌肉活

動。 

 於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之際，衞生署鼓勵安在家中的市民進行家居運動從而

增加體能活動量。世衞製作了指引和提供一些家居運動例子，以簡單、安全的方式

協助市民在有限的空間進行體能活動 13。 

 市民亦可以在家裡隨著音樂跳舞、練習太極拳、跨越障礙物（例如矮凳或書

堆）、搬運或舉起重量適中的物件（例如載有500毫升水的塑膠瓶或一袋5公斤米)、

用毛巾進行阻力運動、甚至只是在家（用腳尖或腳跟）行來行去 14。 

 市民如欲知道更多有關健康生活方式的資訊，請瀏覽「活出健康新方向」網頁

www.change4healt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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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市民的建議 

 不要購買或服用減肥產品或來歷不明或成分可疑聲稱可減肥的產品。假如你考

慮服用減肥產品控制體重，你應該在做出決定前先諮詢醫護專業人士的意見。  

 注意減肥產品的失實及/或誇大的減肥聲稱。  

 體重控制是應該循序漸進，並透過均衡飲食和適當的運動，才可持久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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