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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定义 

 原因 

 检查方法 

 症状 

 治疗方法 

 居家照护注意事项 

 

一、定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慢性且无法恢复的呼吸道气流阻塞，导致气体无法通畅 

  地进出呼吸道，此疾病并不是单一疾病，但通常包含慢性支气管炎与肺气肿。 

 

二、原因 
      常见原因为：抽烟(含二手烟)、空气污染、反复性呼吸道感染、过敏、肺部功能 

  退化、职业暴露等。 

 

三、检查 
  医师会根据病人的症状，配合身体检查的结果来做诊断，相关的检查项目有：  

   (一)身体检查：确认胸部外观及呼吸音等是否有异常。 

   (二)胸部 X光片：判断肺部是否有黑影出现。 

   (三)肺功能检查：测量细支气管阻塞的程度。 

   (四)动脉血气分析。 

   (五)痰液检查：确认肺部是否有感染。 

 

四、症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程很长，最早症状是持续疲劳和喘气。常见之症状为长期咳嗽、

有痰及呼吸困难，于冬天较易恶化，痰液主要为黏稠淡色。急性恶化或并发感染时，

痰液变浓稠且量增加，偶尔带点血丝。病程末期时病患会出现低血氧、高二氧化碳血

症，常出现睡不着、头痛、发绀或昏睡的症状。 

 

五、治疗方法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通常是渐进式恶化，无法以药物治疗完全恢复，因此病人要学

习自我监测疾病的表征、按时服药、戒烟及持续运动计划等等，来减缓恶化，以下为

此疾病相关的处置： 

  (一)戒烟：是防止肺功能继续迅速恶化，最重要的根本方法。 

  (二)药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需要很有耐心、恒心的长期用药。   

      物控制的疾病，常使用的药物有支气管扩张剂、袪痰剂、类固醇、抗生素等。 

  (三)氧气治疗：当病人的肺部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时，可依医师的指示在家使用氧气。如果 

遵照医师处方来使用，既安全也不会上瘾，若自行过度使用氧气，则会抑制呼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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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堆积，带来更大的害处，甚至呼吸衰竭。 

  (四)呼吸运动 

    1.可训练呼吸肌肉，延长呼气时间，加强肺部的气体排空能力，并减少呼吸道的阻力。 

    2.可矫正无效的呼吸型态，增加肺部气体交换的功能。 

    3.能放松肌肉，减轻焦虑不适。 

    4.可降低呼吸速率，缓解呼吸困难的程度。 

    5.可增加活动耐力。 

     (1)呼吸训练的方法： 

     I.噘嘴呼吸(圆唇呼吸)步骤如下： 

    ①心情放松。 

    ②用鼻子吸气后，短暂停顿。 

    ③噘起嘴唇慢慢呼出气体，就好像在轻轻的吹蜡烛的火焰一样。 

    ④呼气的时间约为吸气时间的 2倍(吸-吸-吐-吐-吐-吐)（见图一）。 

      II.腹式呼吸步骤如下： 

    ①放松心情，摆舒适、轻松的半斜卧姿势。 

    ②一只手放在胸部，另一只手放在腹部(用手来感觉呼吸是否正确)。 

    ③用鼻子深吸气，使腹部突起，做短暂停留。 

    ④收缩腹部，噘起嘴唇慢慢呼气。 

    ⑤呼气时间应是吸气时间的 2倍。 

    ⑥半斜卧姿练习熟悉后，再练习平躺、站立或坐着，而后可在运动中练习和操作此技 

巧。熟悉呼吸之后，便可进一步学习配合呼吸做运动（图二）。 

 

 

 

 

 

 

 

图一:缩唇式呼吸                            图二：腹式呼吸 

 
六、居家照护注意事项 

(一)药物 

        用药方面应遵照医师指示，切勿自行调整药物剂量，否则对疾病之治疗不但没

有帮助，反而对身体会引起极大的不适。所有药物都可能有副作用或不良反应，如

果使用期间发生严重不舒服的症状，应立即告诉医师，由医师来调整用药。 

(二)饮食 

        适当的营养状况可以减轻呼吸所消耗的能量，还可以增加身体抵抗力，最好采

用低碳水化合物(低醣)、高脂及高纤维食物，避免食用易产气之食物。 

(三)氧气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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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若需要在家使用氧气时，应先了解正确的使用时机与方法，要认识缺氧的

征兆，如头晕、头痛、嗜睡、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嘴唇及四肢末稍发黑等。应依

医师处方使用氧气，切勿自行将氧气流量调整过高，一般 1-3L/分，以免造成并发

症。 

(四)日常保健注意事项 

        应避免感染，不要到人多的公共场所，且避免和感冒的人接触。要有良好的营

养状况及充足的睡眠，以增加抵抗力。天气变化时，应适时添加衣物，避免受寒。

如果发生痰量增加、黏稠、变黄、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加剧、意识混乱或嗜睡等

感染的症状时，应尽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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