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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因：小兒嘔吐是急診常見的症狀，嘔吐原因很多，簡單可分為兩大類： 
(一) 胃腸型嘔吐：最常見的是病毒性胃炎、胃腸炎或便秘；其次如胃食道逆

流、消化性潰瘍、盲腸炎、肝炎、膽管炎、先天性幽門狹窄、腸道阻塞、

餵食過量、食物中毒、某些藥物作用等，均可能引起嘔吐。 
(二) 非胃腸型嘔吐：最常見是一般感冒咽喉炎所引起的嘔吐，其次如支氣管

炎或肺炎劇咳、腦膜炎造成腦壓上升所引起的嘔吐，甚至如糖尿病等代

謝因素、暈車及心理因素等，都有可能引起嘔吐。 
 

二、 發生時注意事項： 
(一) 將病童抱起，讓頭低下並朝向一側，以利嘔吐物吐出，並清除口內異物，

避免造成吸入性肺炎或窒息。 
(二) 注意嘔吐物量、次數、性質、內容物及顏色，以及最後一次進食時間。 
(三) 避免嘔吐物浸潤皮膚皺折處，尤其臉、耳後及頸部，造成濕疹。 
(四) 清潔口腔及更換衣物，去除難聞氣味，避免再度引發嘔吐。 

1. 嬰幼兒：以棉籤或棉質手帕沾開水輕揉擦拭口腔。 
2. 病童：教導漱口。 

(五) 嘔吐後先暫時禁食，以免再次引發嘔吐，待症狀緩解，先喝少量白開水

或電解水，觀察2~3小時，若無嘔吐，採少量多餐，進食清淡食物。 
1. 6個月以下： 

   以母乳或配方奶為主食的嬰兒，若嘔吐厲害，可暫時停餵牛奶1~2
餐，待嘔吐次數減少或無嘔吐時，再以少量多餐方式開始餵奶。 

2. 病童： 
(1) 可攝取白稀飯、白吐司、白饅頭、水煮麵條、蒸魚或雞胸肉等清 
    淡飲食，水果及蔬菜可少量食用，少量多餐，並緩慢進食。 
(2) 暫勿食用牛奶、奶製品、豆漿及油膩食物，因容易引起胃脹不適。 
(3) 避免飲用含糖量高飲料，如果汁（蘋果汁、梨汁等）；運動飲料 
    或碳酸飲料（如檸檬水），因其含有過多糖分且電解質比例不適 
    合兒童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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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送醫時機： 
(一) 反覆嘔吐，且無法進食，尤其是不吃時也有嘔吐症狀，時間持續超過24

小時。 
(二) 脫水徵象：尿液減少且顏色變深（6小時內沒有解尿或尿布沒濕）、哭時

沒有明顯的眼淚、嘴唇及皮膚乾燥、嬰兒前囟門凹陷、活動力下降。 
(三) 嘔吐物含深墨綠色的膽汁、鮮血或咖啡色血塊。 
(四) 持續性或噴射狀嘔吐。 
(五) 合併其他症狀，如發燒、嚴重腹痛、腫脹、腹瀉、抽筋、意識不清、頸

部僵硬、頭痛或近期有頭部受傷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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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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