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續後頁】 

心衰竭 

Heart failure 

 

一、什麼是心衰竭： 

因心臟先天性結構缺損、瓣膜疾病或心肌病變而造成心臟無法搏出足夠的

血液，以滿足身體組織代謝所需稱之為心衰竭 

二、致病原因： 

(一)高血壓 

(二)冠狀動脈疾病 

(三)瓣膜性心臟病 

(四)先天性心臟病 

(五)心肌病變 

三、症狀： 

(一)疲倦:常發生進行活動後，原因為組織氧合功能不良 

(二)呼吸困難：端坐呼吸、陣發性夜間呼吸困難 

(三)心搏過速 

(四)水腫：可發生於四肢(周圍組織水腫)、肝臟(肝腫大)、腹腔(形成腹水)、

肺臟(肺水腫及肋膜積水)等，臥床病人也可於臉部眼瞼等部位出現水腫

情形 

(五)夜尿多 

(六)皮膚狀況的變化:皮膚容易成呈現蒼白，觸摸皮膚時感覺濕冷 

(七)胸痛:由於心輸出量減少，使冠狀動脈血流量不足，繼而引發胸悶、胸痛

等不適症狀 

(八)咳嗽 

(九)行為上的改變:因腦部組織灌流不足，使病人發生躁動不安、混亂、注意

力或記憶力減退等情形 

四、治療： 

(一)藥物治療： 

 1.利尿劑：排泄體內過多的水分，減輕心臟負擔 

 2.強心劑：增加心臟收縮強度，提升心臟收縮打出的血量增加 

 3.血管擴張劑：擴張週邊血管，減輕心臟負擔 

(二)氧氣療法 

(三)外科手術：適用於嚴重的瓣膜性心臟病患者 

 

 



五、飲食指導︰ 

(一)避免太鹹食物：如醃漬類、罐頭、泡麵，避免攝取過多水份 

(二)維持標準體重：定期測量體重並記錄 

(三)服用利尿劑患者應補充高鉀食物：如蕃石榴、柳橙、香蕉、南瓜、香菇、

釋迦、硬柿、百香果、枇杷、楊桃，但腎功能不全者不宜攝取 

(四)戒酒或避免飲酒過量 

六、健康指導： 

(一)運動： 

 1.運動量之增加以漸進式為原則 

 2.避免在太冷或太熱環境下運動 

 3.避免在飯後兩小時內、飯前 20 分鐘或服藥後一小時內運動 

 4.運動前、中、後需補充充足的水分，以防脫水 

 5.外出運動時應隨時攜帶舌下含片及就醫卡片，若有不適，他人可以協助

就醫 

 6.運動前脈搏若超過 100 次/分並合併有疲憊不適感，則應暫停該日的運動 

 7.運動後 10 分鐘內脈搏應可恢復休息狀態，若持續居高不下並覺得身體不

適，應與醫師聯繫或儘快就醫治療 

(二)戒菸 

(三)安排平靜居家生活，保持愉快 

(四)飲食上注意事項，如：低鈉飲食、水分的限制、體重的限制、避免刺激

性食物及過飽的情況等 

(五)依醫囑服用藥物，不可自行停藥、改變藥量或亂服成藥 

(六)定期門診追蹤檢查、控制血壓及其他相關疾病 

(七)出現下列症狀時，必須立即就醫，包括：休息狀態下感覺呼吸短促；下

肢、足踝或腹部水腫；喪失食慾、噁心或嘔吐；體重於兩日內持續增加

1～2 公斤；嚴重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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