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諺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資料顯

示，每年 10月至隔年 3月，國內群聚腹

瀉通報事件便會攀升，秋冬之際是急性

腸胃炎好發時節，春節及寒假期間聚餐增

多，民眾需特別注意。 

急性腸胃炎致病原因

引發急性腸胃炎的原因很多，一般常

見的急性腸胃炎多為感染性急性腸胃炎，

感染源可能是寄生蟲、原蟲、病毒或細

菌，其中又以細菌性腸胃炎及病毒性腸胃

炎最常見。

引發細菌性腸胃炎的病菌，常見的有

沙門氏菌、腸炎弧菌、彎曲桿菌、產志賀

毒素性大腸桿菌等。病毒性腸胃炎則可能

由輪狀病毒、諾羅病毒、星狀病毒或腺病

毒 40或 41型、沙波病毒等病毒所引起，

其中又以諾羅病毒為大宗。

一般民眾很難區分致病原因，醫療

人員須憑藉病史、理學檢查及相關檢驗報

告，才能做出判斷。因此民眾意識到發病

症狀，及早就醫配合治療才是上策。

急性腸胃炎主要症狀為腹瀉，一天可

能有 3次以上的水瀉或不成形糞便，可能

同時伴有發燒、噁心、嘔吐、腹痛、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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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家庭聚會或好友齊聚不免大吃大喝，但一不小心亂吃，可能吃進不潔食物而引發

急性腸胃炎，在無醫師診斷處方下，不建議隨意用抗生素或止瀉劑。

假期大吃大喝
急性腸胃炎「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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痠痛等症狀。一般來說，細菌性可能會拉

出水狀、黏液狀糞便，甚至可能血便，此

症狀在病毒性腸胃炎則較少見。

喝運動飲料難以緩解

通常感染 1至 3天後開始出現腸胃炎

症狀，症狀可能持續 1至 10天。病程長

短取決於感染的病毒或病菌種類及個人免

疫力。一般人只要適當補充水分及電解質

避免脫水，通常可完全復原，沒有後遺

症；但嬰幼兒、年長者、免疫功能不良者

及需長期照護者，可能因連續腹瀉導致脫

水及電解質不平衡，在嚴重脫水情況，可

能有危及生命的風險，需特別注意。

急性腸胃炎如果不是太嚴重，通常以

支持性療法治療，也就是透過觀察及症狀

控制處理，讓病人自體免疫力戰勝疾病，

自然康復。但在有嚴重腹痛、持續嘔吐、

嚴重脫水、6至 8小時無法排尿、血便、

意識不清、無法進食喝水等緊急狀況，則

須及時就醫，以免耽誤治療時機。

一般症狀治療用藥，不外乎止痛

退燒藥如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

常見商品：普拿疼）或非類固醇消炎止

痛 藥 物（NSAIDs； 如 ibuprofen， 常 見

商品：芬必得、普羅芬）、止吐劑（如

prochlorperazine或 ondansetron）、 口 服

電解水或粉劑。建議到藥局購買口服電解

水或相關的粉劑沖泡，不建議喝運動飲

料，因不一定可補足電解質，但通常會造

成過多糖分攝取。

在無醫師診斷處方下，也不建議隨意

用抗生素或止瀉劑，因腹瀉是身體自然抵

抗病菌的方式，隨意使用止瀉劑，可能讓

病原體滯留消化道。抗生素也不應隨意服

用，由於病因可能是病毒性感染，吃抗生

素無效，反可能殺死腸內正常菌落，造成

腹瀉加劇的反效果。

預防勝於治療，感染性急性腸胃炎主

要傳播途徑為糞口傳播，遵守以下 6點建

議，應可大幅減少感染的可能，包括：

1.勤洗手、2.確實洗淨食用蔬果、3.確實

清洗處理生鮮食品工具、4.食用前確實煮

熟、5.如接觸污染物，要確實消毒、6.接

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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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腸胃炎如果不是太嚴重，通常以支持性療法治療， 
在無醫師診斷處方下，不建議隨意用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