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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護理指導單張 
科 別 感染科 編號：2090010 
主 題 認識腎盂腎炎 2003.05.13 訂定  
製作單位 W82 病房 2025.04.02 九修  
一、什麼是腎盂腎炎： 
    腎盂腎炎屬於上泌尿道感染，是指細菌經由尿道、膀胱侵入輸尿管上

行到腎臟或從血流到腎臟，造成腎臟發炎及腫脹(圖一)，通常發生在單側腎

臟，也有可能兩側腎臟都遭受感染；可分成急性腎盂腎炎與慢性腎盂腎炎，

若不好好治療復發機會高，且可能進展成慢性腎臟病。 
 

 
圖一 泌尿系統解剖圖 

二、致病原因： 
  （一）膀胱、輸尿管、腎臟因結石或腫瘤導致尿道阻塞引起尿液逆流，造成

腎臟發炎。 
  （二）前列腺肥大、憋尿、中風或脊椎損傷引起的神經性膀胱機能不全等，

導致尿液積留膀胱而引起感染。 
  （三）機械性檢查，如：泌尿道內視鏡檢查、導尿，造成局部黏膜損傷，把

致病菌帶入膀胱及泌尿道而導致感染。 
   （四）個人衛生清潔不當，導致細菌經由尿道侵入，造成逆行性感染。 
   （五）水量及活動過少。 

    （六）糖尿病、慢性疾病、長期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等，使抵抗力下降，尿  
          路感染的發生率明顯增高。 
三、致病菌： 
  最常見的致病菌是大腸桿菌(E.coli)。 
四、症狀： 
   （一）全身性症狀：發冷、發熱、頭痛、單側或雙側腰痠及敲擊痛、食慾不 
         振、噁心、嘔吐、疲倦無力。 
  （二）泌尿系統症狀：頻尿、排尿困難、尿急、解尿疼痛、解尿灼熱感、血

尿、尿液混濁。 
五、診斷檢查： 
   （一）尿液分析檢驗報告有白血球、細菌或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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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尿液、血液的培養結果，看是哪種致病微生物，來決定抗生素使用種 
         類及天數。 
   （三）血液檢查：檢查發炎指數和腎臟功能，通常發炎或感染時數據會升高 
         且腎臟功能可能會受損。 
   （四）影像學檢查：如 X 光、超音波或經靜脈腎盂攝影、電腦斷層攝影、磁 
         振造影等，檢查腎盂、輸尿管直到膀胱的尿路是否有阻塞或是疑似腫 
         瘤的病灶以及尿路是否有其他結構上異常等。 
六、治療： 
   （一）抗生素治療：依照醫囑持續治療一至四週不等。 
   （二）補充體液：無限水醫囑者，每天維持2000~3000㏄的飲水量。 
   （三）攝取足夠的營養及多補充酸灰性、含維他命 C 的食物，以酸化尿液 
         ，降低細菌增殖，如：藍莓、柳丁汁、蔓越莓汁等。 
   （四）臥床休息，初期噁心、嘔吐、食慾不振等不適症狀，一般在抗生素治

療一至三天後會逐漸改善。 
   （五）因阻塞造成的感染需外科手術介入治療。 
七、日常生活應注意事項： 
   （一）出汗時：保持身體清潔乾燥。 
   （二）寒顫時：用毛毯、烤燈保暖，喝溫開水。 
   （三）發燒時：使用冰水枕或依醫囑服用退燒藥。 
   （四）女性如廁後衛生紙應由前(尿道口)往後(肛門)擦拭，以免感染。 
   （五）以淋浴替代盆浴。 
   （六）內褲選擇透氣舒適為主，以棉質最佳。 
  （七）無禁忌下，每日攝取約2000~3000CC水份，以增加尿量，促進細菌、

毒素及炎性分泌物迅速排出，勿憋尿。 
  （八）性交前後排尿或清洗。 
  （九）平時至少每3~4小時，排空膀胱一次，夜間睡前先排空膀胱。 
  （十）減少會刺激膀胱的食物，如：含咖啡因食物、菸、酒及辛辣的食物。 
   （十一）避免過度勞累及睡眠不足。 
  （十二）如有留置尿管，需確實每日用中性肥皂或沐浴乳清潔會陰部，必要

時予以更換導尿管。 
八、門診追蹤： 
       若有異常，例如：尿液混濁、排尿痛或燒灼感、發燒不退、噁心嘔吐、 
    腰痛等症狀，應立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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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每年審閱一次 
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無法提供任何醫療行為和取代醫師當面診

斷，若有問題，請向門診醫師或原住院病房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