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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經偉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主治醫師

胃痛
一些知名人士日前因罹患胃癌就醫

而讓許多人開始關心自己的胃痛問

題，現代人壓力大、飲食不正常，常

受胃痛之苦。加上近日來因天氣太冷，

以及過年時容易大吃大喝，造成上腹

部出現悶脹感。此外，每年十二月至

一月是腸胃型感冒高峰，最近諾羅病

毒發威，病毒型腸胃炎患者也很多，

都有上吐下瀉的症狀，消化性潰瘍、

胃出血病人也增多，提醒平常就最好

少吃油膩、刺激性食物。 

胃主受納  情緒飲食影響大

胃部是我們體內重要的消化器官之

一，在正常狀態下應該是不停蠕動，

努力將食道送下來的食物絞碎。如果

蠕動不正常，就會妨礙消化和吸收，

形成「胃呆滯」——吃下的食物不能

即時磨碎、送到腸道，因而被迫滯留

胃中，半處理過的食物就會任意發酵

發臭，形成酸腐氣味，同時亦會有胃

脹的徵狀。 
胃痛，是指上腹部的疼痛，以胃脘

部鄰近心窩處經常發生疼痛為主要症

狀，可因單純胃部病變而產生疼痛，

如胃部因發炎或潰瘍會引起疼痛，大

多會在服食胃藥後有所減輕。但上腹

部位的疼痛有可能是其他消化器官所

引起的，如胰臟發炎或腸道梗阻等，

或肝臟和膽囊病變。現代醫學發現胃

痛常是由於幽門桿菌所引起、加上精

神持續緊張、過食刺激物如酒類、咖

啡、濃茶、辛辣調味品，會刺激胃黏

膜，並增加胃酸的分泌，造成胃部發

炎、疼痛或脹氣，更會促成或加重潰

瘍的產生。

中醫學視人為一個整體，臟腑之間

互為影響，其中胃主受納、消化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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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賴飲食水穀的精氣以養生，然飲

食之能養生，乃賴人的脾健胃強。中

醫看胃痛，有心下痛、反胃、痞滿、

噎膈……等名稱，主要原因便是「胃失

和降」，而將胃部不適分為胃寒、胃

熱。也認為七情內傷是胃潰瘍的主因，

其中以憂愁思慮過度則傷脾胃，暴怒

憤鬱則傷肝，易有肝氣橫逆犯胃，胃

之氣血因而瘀滯不得通暢。飲食失節、

脾胃虛寒也是常見原因。

粥可暖胃修復  遠離油炸重口味

建議吃些蓮藕湯或小米粥，或燕麥

粥，或糙米粥，可修補胃壁的潰瘍或

發炎。「三七粉」可治胃酸過多，或

胃炎，或消化力弱，或胃痛。若胃寒

引起的疼痛或水瀉，直接熨燙肚臍，

可迅速溫暖腹部。

平日注意少吃油炸食物、辣椒、太

鹹、太酸、太甜等，以免加重胃痛的

發生。對不易消化或容易發脹產氣的

食物如粽子、米糕、根莖類、豆類等

食物，應多咀嚼再嚥下，或少量攝取。

晚睡會造成膈間消化能力變差，因此

宜在晚上十一點前上床睡覺。飲食方

面勿吃滾燙食物，或是太多冷食，以

免刺激胃部；生活上要注意體重，以

及適度紓壓。若胃痛須做胃鏡檢查時，

勿因害怕而拒絕。

喜吃煙燻及鹽漬物者，胃癌發生率

較高，好發年齡約四十歲上下。可能

症狀有進食易脹氣，食欲差，體重降，

解黑便。預防之道有癌症家族史者，

建議三十五歲後每兩年胃鏡檢查一

次，無家族史者，四十歲後每五年檢

查一次。

若胃部不適無法改善，應該儘速就醫，若需要

照胃鏡也不要因為害怕而逃避。圖為花蓮慈院

朱家祥醫師為病患照胃鏡檢查。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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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彥範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值班副護理長

編審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健康專欄編輯小組

淺談

急性心肌梗塞

八月二十三日半夜，我突然在胸痛

及喘不過氣中醒來，每呼吸一口氣，

心肺的撕裂感便加劇 ! 身為專業的護

理人員，我開始冷靜的自我評估起來：

胸痛、會輻射到背部、冒冷汗、呼吸

喘。不會吧 ! 我才三十三歲，已經得

到心肌梗塞了嗎 ? 於是，顧不得老婆

依然沉睡，硬是把她挖起，陪我到最

近的醫院急診室就醫。雖事後證明我

只是運動過度造成橫膈膜抽筋，但我

還是嚇出一身冷汗。

心肌梗塞的嚴重性

急性心肌梗塞，就是供應心臟氧氣

和養分的大血管被阻塞了，導致缺氧

又吃不飽的心肌一個個的壞死。而殘

酷的是，心肌死了就死了，無法重生、

無法複製新的心肌取代 ( 雖已有科學

家發現幹細胞有辦法做到，但還在研

究階段 )。這是標準的和死神拔河的疾

病，越晚打通阻塞的心血管，病人就

越快投入死神的懷抱。因此當發現有

心肌梗塞的症狀時要趕緊到附近醫院

急診就醫，在急診治療的同時，醫護

人員會給予你氧氣、止痛藥、抗凝血

藥物、心臟藥等治療，但若嚴重到心

壓太低、失去意識時，會有不同的急

救步驟。 

三高族群需當心

胸痛冒汗速就醫

並不是所有有胸痛的症狀都要懷疑

是急性心肌梗塞，但哪些人是高危險

群呢：男性、肥胖、年紀大於六十五

歲、已停經的女性、高血壓、糖尿病、

高血脂、心臟病、腎臟疾病、抽煙、

喝酒、生活壓力大等等。造成胸痛的

原因有很多種，可能是肺部發炎、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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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塞

食道逆流、胸部鈍傷、癌症、神經性

疾病和心臟疾病等等。急性心肌梗塞

會有一些特定的症狀，如呼吸喘、冒

冷汗、胸痛、痛會輻射到肩膀或背部、

吃藥或休息十五分鐘以上都無法緩

解，甚至嚴重到掉血壓、失去意識、

沒心跳呼吸。但有些老人家或手術後

的病人不會以胸痛呈現，反而只是主

訴上腹痛。

若病人有上述的症狀，本身又屬於

高危險群，那要懷疑可能是急性心肌

梗塞，要盡快做心電圖和抽血檢查心

臟酵素有沒有升高。建議在到急診就

醫後十分鐘內要做出第一張心電圖，

以及有無抽血檢查心臟酵素。心肌梗

塞也有不同的類型，最嚴重的一種需

要積極搶救，在入急診後九十分鐘內

打通阻塞的心血管。扣除十分鐘完成

第一張心電圖，六十分鐘急診要完成

檢查和治療、把病人送達心導管室，

心臟科醫師要在剩下的三十分鐘內打

通心血管，才能達到搶救急性心肌梗

塞的品質要求。

或許你會問：萬一我就醫的醫院沒

有心導管室來幫忙打通血管呢 ? 如果

你看到你的醫生給了你必要的急救治

療後，立刻安排你轉院到有心導管室

的醫院，感謝主，你碰到了一個好醫

生。以長達兩百公里的花東地區來說，

只有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門諾醫院和

臺東馬偕醫院有心導管室，從這角度

可以看到東部的醫療資源不均。

心臟支架，救命小幫手

打通心血管的治療，相信許多人都

聽過放心臟支架。心臟支架分為有塗

藥的和沒塗藥的支架，主要是避免打

通的心血管再度阻塞。有塗藥的支架

號稱較不會再阻塞、效果較好，所以

要再自費七到十萬元不等，沒塗藥的

支架只需一萬多元，但是健保會給付。

不過根據全球各地嚴謹的研究報告來

看，不論裝哪一種支架，五年後的死

亡率是差不多的。看到這裡，有沒有

覺得活在臺灣很幸福？只要花少少的

錢，就可以救回一命。在歐美國家，

裝心臟支架可是數百萬起跳的，貴到

讓你知道健康是多麼無價。

養生之道有法寶

戒菸、戒酒，適當的運動量和正確

飲食，足夠的休息，適時的紓壓，是

維持健康、避免心臟病的不二法則。

怎樣的運動量算夠 ? 每週要做中等程

度的有氧運動兩百分鐘以上，跑步、

爬山、游泳、騎腳踏車都行，若體力

太差，就從每週步行七十五分鐘以上

開始吧 ! 少油、少鹽多蔬果，不要讓

腹圍太大（男性小於九十公分、女性

小於八十公分），有糖尿病、高血壓、

高血脂的病人配合治療、按時回診，

放了心臟支架的病人每半年做一次心

臟超音波檢查。讓我們一起享受健康、

享受生命，跟心肌梗塞說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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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小娟

眼睛缺氧了嗎？

寒假來臨，加上年節期間，年輕學

子身心解放開始計畫遊玩的行程，不

過醫師提醒，開心玩樂也要留意身體

健康。每次節慶過後，急診總會湧入

許多眼睛疼痛的年輕患者，多半是隱

形眼鏡或角膜放大片配戴過久，造成

角膜缺氧或受傷，因而引起劇烈疼痛、

流淚、眼睛張不開、變紅及視力模糊

等症狀。眼科醫師提醒，隱形眼鏡配

戴時間應以自己平時配戴的時間加減

一、兩個小時以內為主，若已出現不

適症狀，應儘速將隱形眼鏡拿下，以

免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小鏡片備受依賴

過度配戴眼易受傷

大林慈濟醫院眼科主任樊文雄醫師

表示，隱形眼鏡是許多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用品，但戴太久或者配戴的時

機不恰當，容易傷害眼角膜。每年跨

年活動時，許多年輕人配戴隱形眼鏡

的時間比平時要長了許多，而且配戴

的時間也不是平時習慣的時間，更容

易造成眼睛的傷害，隔天一早因眼睛

不適而到急診就醫的患者，會比平時

多出一至兩成。

  樊文雄指出，晚上是平時眼睛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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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時間，淚水分泌較少，隱形眼鏡

容易乾燥、變硬，加上經過一天的配

戴之後，有許多髒東西會沉積在隱形

眼鏡上，若是無法將眼鏡拿下來清洗，

配戴時間又長，很容易造成角膜受傷，

到隔天凌晨就會出現眼睛有異物感、

流眼淚、張不開、變紅、劇烈疼痛、

視力模糊等症狀。

留心配戴時間  小心化妝品刺激

平時很少長時間使用隱形眼鏡的

人，若是戴著隱形眼鏡通宵玩樂，使

用時間突然過長，很容易造成角膜缺

氧，最嚴重的問題會導致角膜水腫，

看東西就如同隔了一層毛玻璃一樣模

糊，這都是不適當使用隱形眼鏡所致，

且症狀會愈來愈嚴重。

除了配戴隱形眼鏡外，樊文雄表示，

若是化妝品或卸妝乳液等不慎跑進眼

睛，這些通常屬於水溶性的化學物品

會附著在隱形眼鏡上，眼睛長時間受

到化學性刺激，容易受傷、發炎，而

且這些原來不該出現在眼睛裡的東

西，常常跑進眼睛裡，會刺激眼睛產

生過敏反應，出現癢、分泌物及紅腫

等症狀。

樊文雄提醒，若一定要戴著隱形眼

鏡熬夜參加活動，建議白天先不要配

戴，等到晚上十點以後才開始戴，如

果要化妝的話，最好先化好妝後，點

一下生理食鹽水或人工淚液，再戴上

隱形眼鏡比較好。

大林慈院眼科主任樊文雄提醒，長時間配戴隱形眼鏡，眼部出現紅腫血絲，即可能是角膜缺

氧或受傷的徵兆。攝影／黃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