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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躁症 
 

一、前言 

腸躁症又稱為刺激性腸道症候群，是大腸過度敏感造成

大便習慣改變，且伴有腹痛等腸胃不適症狀，為門診常見疾

病之一。每年每千人次約有 100 位案例，在門診病人求診中

佔第七位，上班族請假之第二大原因，雖不危及生命，卻令

人苦惱。 

好發平均年齡為 29 歲至 45 歲，過去以西方人較多，但

東方人社會型態改變後比例也逐漸上升。 

二、致病原因 

(一)腸道蠕動功能障礙：正常大腸蠕動次數為每分鐘 3 至

30 次，當蠕動次數增加及蠕動時間延長，將會引起腸

胃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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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覺異常：研究發現，在直腸或乙狀結腸中置入氣球，

開始打氣時，腸躁症病人會比正常人在較小的打氣量

或壓力下即感到腹部不適或腹痛。類似的情況，也出

現在小腸，甚至食道。導致腸道過度敏感的原因可能

是臟器接受器之敏感度增強或是中樞神經對感覺調節

機制產生改變。 

(三)情緒因素：焦慮、緊張等人格特質，有研究指出，大

腸激躁症病人罹患焦慮症或歇斯底里症的盛行率是正

常人的 2倍，憂鬱症是 3倍，而慮病症則是 6倍。因

此，壓力、情緒及心理因素會誘發大腸激躁症發作。 

(四)腸道內容物：包括食物、細菌、脂肪、纖維、腸內氣

體等，均會影響腸道蠕動力而造成各種不適，尤其是

乳製品與脂肪均可能會誘發或加劇大腸急躁症症狀。 

三、症狀 

(一)腹瀉：呈現慢性、間歇性；大便性質鬆軟、稀狀或黏

液狀，量少、但次數多，病人常常會有腹痛窘迫想解

便，但是解不乾淨的裏急後重感。 

(二)便秘：大便較細、硬且呈顆粒狀，可能 3 至 5 天以上

沒解大便。 



(三)腹痛：痛的位置及特性是屬於多樣性，大多在左下腹

疼痛，常發生在白天工作時刻或飯後 60-90 分鐘後，

症狀可在排便或排氣後改善。 

(四)腹痛及便秘交互出現。 

(五)其他症狀包括：脹氣、打嗝、噁心、嘔吐、厭食等症

狀。 

四、診斷檢查 

(一)因其他疾病也會出現相同症狀，醫師會先瞭解您以下

情況，以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1.問診 

(1)近期是否有壓力事件或排便習慣改變？ 

(2)過去是否有腹部手術情形？ 

(3)家屬中是否有人罹患直腸癌？ 

2.檢驗糞便是否有潛血反應、細菌或寄生蟲反應。 

3.內視鏡：如乙狀結腸鏡或大腸鏡檢查，針對年紀大或

有癌症家族史之病人，可排除罹患癌症、潰瘍性腸炎、

息肉的可能性。 

4.大腸鋇劑攝影檢查：可看出是否有結腸痙攣或有息肉

情形。 

5.抽血：測CEA值（指數5.0ng/ml以下為正常）。 



(二)診斷條件 

依據羅馬Ⅲ診斷準則：三個月內每月至少三天連續

或反覆出現腹部不適症狀，並合併下列至少兩~三項，

且無生化檢查與結構問題可解釋症狀。 

1.腹部不適或疼痛隨排便次數改變可得到改善。 

2.腹部不適或疼痛因排便後症狀改善。 

3.腹部不適或疼痛隨排便形態改變後症狀改善。 

五、治療措施 

(一)藥物治療： 

1.腹瀉型：抗胃腸痙攣藥物、止瀉藥。 

2.便祕型：纖維製劑、促進腸蠕動的藥物。 

3.少數病人對輕鎮定劑有不錯反應。 

4.益生菌或益菌素的使用，也有不錯的效果。 

(二)非藥物治療： 

1.飲食治療： 

(1)腹瀉型：減少咖啡因、代糖及含碳酸飲料，若是乳

糖不耐症者，應避免牛奶或乳製品。 

(2)便秘型：多攝食蔬菜水果至少300公克以上（一小碟

約100公克），每日飲水至少2000至2500cc以上。 

(3)儘量避免食用消化過程中易產氣的食物，如:豆類、



洋蔥、咖啡、酒。 

(4)強調進食習慣規律，緩慢咀嚼食物，建立規律解便

習慣。 

(5)壓力處理：針對當前或持續存在的壓力來源，採取

適當處理措施，如學習放鬆技巧、飲食改變、安排

諮商途徑，另增加對疾病的了解，減少恐懼、壓力。 

(6)運動與日常生活習慣：規律的運動有助於壓力處理

及促進腸道規律蠕動。 

六、結論 

腸躁症是一種良性、慢性的腸道功能疾病。雖然不會構

成生命立即性威脅，但因時好時壞的發作令人困擾，對病

人、整個社會及經濟效益皆有影響。若能排除心中疑慮，學

習如何生活調適、正確使用藥物來緩和症狀，才是治療大腸

激躁症的最佳良藥。 

七、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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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來進行測驗，以確認您已充分了解 

1. 腸躁症又稱為刺激性腸道症候群。 

    ○是  ○否  ○不知道 

2. 腸躁症可能有腹瀉、便秘及腹痛等症狀。 

○是  ○否  ○不知道 

3. 腸躁症不用避免易產氣的食物。 

○是  ○否  ○不知道 

4. 可服用益生菌來治療腸躁症。 

○是  ○否  ○不知道 

5. 腸躁症應建立規律的進食及解便習慣。 

○是  ○否  ○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