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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臟病居家照顧護理指導 
  1998.09制定 

                                           2023.10修訂 

 

一、前言 

小兒先天性心臟病是一種先天性的心臟結構異常，根據統計，每一千個

活產新生兒中，有 6-8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其中以心室中膈缺損為最多，心

房中膈缺損次之，再其次為開放性動脈導管、法洛氏四重症、肺動脈狹窄和

大血管轉位..等。為何會發生先天性心臟病？目前 90%無法找出病因，部分的

個案是因為母親在懷孕時期使用特定藥物或有毒物質（如酒精或菸）、感染（如

德國麻疹）、母親的營養不良或肥胖。另外，直系親屬有先天性心臟病也是危

險因子。而部分基因出狀況也會和心臟疾病有關（唐氏症、透納氏症，和馬

凡氏症候群等）。但大多數與遺傳和環境因素有關。 

近幾十年來，由於先天性心臟病診斷儀器的發明及外科手術的進步，只要

儘早診斷治療，大多能成功的矯正且癒後良好。期望藉此手冊能使父母親對

先天性心臟病的居家照顧有正確的認識，並配合醫療，讓病童有更完整的照

護，使病童能平安健康的長大。 

二、先天性心臟病的病因 

 先天性心臟病是胎兒在受孕第 3~8 週間心臟及大血管發育受阻或失常所

造成的心臟缺損，目前醫學上還無法瞭解其確實的病因，只知道可能是綜合

環境和部分基因的因素所造成，因此家中若有先天性心臟病病童，不能怪罪

父母親的任何一方。 

(一)環境方面：胎兒時期受到放射線照射、病毒感染、母親服用藥物或酒

癮、母親有糖尿病、營養不良、高齡產婦等。 

   (二)遺傳方面：基因或染色體異常。 

三、先天性心臟病的症狀 

    先天性心臟病的症狀，需視病童心臟缺損之種類及嚴重程度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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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臟有雜音：心雜音的產生乃是在心臟腔室中或血管中之血液發生亂

流所產生的。 

(二)生長遲緩、運動耐力差、容易疲倦、嗜睡、胃口欠佳。 

(三)呼吸困難、呼吸急促、心跳過速、容易感冒、流汗多、盜汗 。 

(四)發紺、杵狀指：發紺就是皮膚黏膜發紫發黑的意思，發生原因是動脈

血中混合了靜脈血，使動脈血裡含氧濃度降低，而使血液變得紫黑。

此外在發紺性心臟病病兒的四肢常會看見杵狀指，就是遠端指骨變厚

而且較為扁平。 

(五)蹲踞反應：因為病童蹲踞可促進靜脈回流血量，增加全身血管阻力，

進而增加肺血流，讓病童感到舒服，過去常見於法洛氏四重症病童。

然而現今因為醫師檢查的注意和及早的手術時間，已少見。 

(六)胸部突出、胸痛：偶而可見到病童單側胸部較突出，心跳看得很明顯。 

四、先天性心臟病的檢查 

    先天性心臟病的檢查包括：聽診、心電圖、胸部 X 光、心臟超音波、電

腦斷層甚至心導管檢查，以確定診斷及病情，之後再作進一步的治療。 

五、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 

有一半以上的病童在出生第一年內需要檢查，但這段期間內少數人僅有

部分先天性心臟病的嬰幼兒需要開刀，大多數在孩童期才需開刀。若病兒發

紺很厲害或喘得很厲害以致影響其生長，則需要及早開刀；或者預估短期內

病情將迅速惡化時，則必須立即開刀。有些藥物控制良好的病兒可等到體重

足夠時再動手術。當然有些單純的〝破洞〞可能自己變小或癒合而不需開刀，

有些病人則需要一次以上手術才能完全矯正。另外，某些較不複雜的先天性

心臟病，如肺動脈狹窄、開放性動脈導管與心房中膈缺損、部分心室中膈缺

損等亦可藉由心導管手術來治療。 

六、先天性心臟病的居家照顧： 

(一)藥物使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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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地黃（Digoxin） 

作用：增強心肌收縮的力量，以改善心臟衰竭的症狀。 

用法：口服依醫師指示服用，千萬不可自行增減藥量。 

副作用：毛地黃過量或中毒的症狀包括：噁心、嘔吐、頭痛、嗜睡、畏 

光、視力模糊、脈搏降低或不規律。 

注意事項： 

(1)為防止毛地黃藥物過量或中毒，每次給藥前需先用聽診器測量心尖脈 

一分鐘，若一歲以下的病兒心尖脈每分鐘低於100次，一歲以上的病童

心尖脈每分鐘低於80次，則當天不要給藥，並請教醫師調節藥量。 

(2)毛地黃藥物以褐色避光瓶包裝，室溫保存，不需存放冰箱，依醫師指 

示定時服用，劑量要以滴管或空針準確測量，給藥後用具以清水洗淨

晾乾，藥物需小心置放，以避免其他孩童誤食中毒。 

(3)毛地黃藥物依醫師指示在每天固定的時間給藥，勿和其它藥物或食物混 

合服用。若是忘了給藥，未超過六小時之內可以補給；若已超過六小時，

則暫停給藥一次。餵食毛地黃後若十分鐘內吐出來，可以再給藥一次；

若超過十分鐘後才嘔吐，則不需再餵藥。 

(4)若有疑似毛地黃藥物過量或中毒之症狀時，應立即就醫。 

(5)平時應多餵食病童含鉀較高的食物，如：香蕉、柑橘、深色蔬菜、新鮮 

肉類、牛奶等，以避免血中鉀離子過低，引起毛地黃中毒。 

2.利尿劑(Lasix) 

作用：增加尿量，減少水份囤積體內，以減少心臟負荷。 

用法：口服依醫師指示服用。 

副作用：脫水、口渴、皮膚皺縮鬆弛、囟門凹陷、眼眶凹陷。 

注意事項： 

(1)服用利尿劑會使血中鉀離子降低，故病童同時有服用毛地黃時，易引起 

毛地黃中毒，建議多吃含鉀較高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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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服糖漿開瓶後，需置於室溫保存，服用時以空針準確抽取劑量，依醫

師指示在每天固定的時間給藥，勿和其它藥物或食物混合服用。 

3.其他藥物：請遵照醫師指示按時服用。 

(二)營養方面： 

1.餵奶原則：先天性心臟病童吸吮能力較差、易喘且易嗆到或嘔吐，因此 

  父母親在照顧病童時應注意下列幾項原則： 

(1)採少量多餐，例如：餵奶量每四小時60cc，可改為每三小時45cc。 

(2)採分段餵食，不一定要一次餵完，中間應給予休息及排氣數次。 

(3)餵奶時最好抱著餵，讓病童採半坐臥約45。而發紺型應採膝胸體位，

將有助於吸吮。餵奶時應隨時注意若嘴唇發紫、呼吸過快時，應立即

停止餵奶。 

(4)餵完奶後應拍背排氣並予右側臥、抬高床頭，並觀察有無溢奶。 

(5)若病童吐奶時應將頭側一邊拍背部，讓口腔內殘餘牛奶流出，以預防嗆

到造成吸入性肺炎，並清潔口腔。 

(6)餵奶時應選用中圓洞的奶嘴，牛奶呈滴狀約一秒一滴。 

(7)若在餵奶中常常呈現疲倦的狀態或呼吸過快，無法將牛奶吸完，為了增

加營養的攝取及避免嗆到而導致吸入性肺炎，可依醫師建議改用鼻胃

管餵食。 

2.飲食原則：一般心臟病病童因易喘、疲倦，導致營養攝取不足而影響活

動生長狀況，一般在食物的選擇上沒有太大的禁忌，以均衡飲食為主，

可增加高熱量、高蛋白食物。在飲食方面應注意下列幾項原則： 

(1)應多補充含鉀量較高的食物，如深綠色蔬菜、新鮮肉類、柳丁、檸檬、

香蕉、柑橘、牛奶等。 

(2)如果偏食可以把高蛋白、高熱量食物，混在他喜歡的食物中或以變化的

方式像水餃、肉丸子和蛋一起蒸等。 

(3)採少量多餐，可減少胃部膨脹而壓迫胸腔。 

(4)選擇病童喜歡的食物，烹調喜歡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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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鼓勵病童和大家一起用餐，可增進食慾，鼓勵多吃水果，以預防便秘。 

(6)若有心衰竭、水腫現象，依醫師指示給予低鹽或限制水分攝取。 

(三)活動方面： 

1.先天性心臟病病童之父母親往往會擔心病童的運動量是否足夠？一般 

  而言，僅有少數症狀較厲害者必須嚴格限制活動，如果運動後不會喘、

不會發紺、也沒有異常疲倦就不必限制，如散步、適當的遊戲活動。不

要勉強小孩做一些能力達不到的運動。 

2.病童有自己調節運動量的本能，如患發紺型心臟病童在走路或運動時有

突然蹲下來的現象，此時父母勿強迫他繼續活動，應讓他休息。 

3.未手術病童在內科療法控制期間，應避免劇烈運動，如賽跑、打球..等，

一般遊戲追逐，在其可忍受之情況下不予限制。 

4.學齡期之病童，症狀可能慢慢減輕，而參加學校活動的機會也愈多，所

以如何使孩子有愉快的學校生活，而又不影響其健康，可隨時請教小兒

心臟科醫師。至於症狀未減輕者，通常小孩上學之前，醫師會建議給予

手術矯正，以免影響學校正常生活。 

(四)休息保暖方面： 

1.對先天性心臟病病童而言，適當的睡眠及休息是很重要的。 

2.一般不需要防止病童哭泣，若病童因哭泣而加重發紺現象時，則應給予

安撫以減輕其發紺的症狀。 

3.隨時注意病童的保暖，讓小孩生活在合宜的溫度及安靜的環境，儘量避

免突來的驚嚇。 

4.病童手腳因血液循環不好，所以易冰冷，可穿戴手套及襪子。 

(五)預防注射：先天性心臟病病童，若無合併其他免疫機能不全時，也和 

   正常孩子一樣必須接受預防注射，以避免發生更嚴重的傳染病。 

(六)預防感染的方法： 

1. 接觸病童之前先洗手，保持雙手清潔。 

2. 注意家中空氣的流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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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避免帶病童到人多擁擠的公共場所，如百貨公司、餐廳。 

4. 感冒的家人應與病童保持距離，若是主要照顧者生病應戴口罩。 

5. 先天性心臟病病童易罹患感染性心內膜炎，為確保病童免於感染，請注 

意口腔保健，且在接受牙科或小手術等檢查與治療時，請事先告知醫師

給予抗生素，以預防感染性心內膜炎的發生。 

(七)預防便秘：病童便秘時會用力排便，因而增加能量和氧氣之消耗，相對

地心臟的負荷也增加，因此預防便秘對病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鼓勵病童多吃蔬菜水果、高纖食物。 

2.給予病童腹部輕柔按摩或多做腹部運動，如：腹式深呼吸、抬腳運動等。 

3.養成每天排便的習慣。 

七、需立即就醫的情況： 

   當病童出現下列情況時，需立即就醫治療 

(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及費力。 

(二)心跳、脈搏突然減慢或增加。 

(三)發紺加劇，無法立即改善。 

(四)眼眶、前囟門、下肢或腳踝有水腫現象。 

(五)尿量劇減。 

(六)活動力變差。 

(七)發燒不退。 

 

若有問題請隨時提出，護理人員非常樂意為您服務，出院後如有任何疑問， 

可利用馬偕醫院健康諮詢專線－台北/淡水馬偕/兒醫（02）25713760、新竹

馬偕/兒醫（03）5745098、台東馬偕（089）310150 轉 311，諮詢時間：週

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祝您    平安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