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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護理指導單張 
 

科別 心臟內科 編號:7510007 

主題 心臟衰竭之居家照護 2005.08.04 訂定  

製作單位 51 病房    2024.04.25 五  修  

一、何謂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心臟衰竭是指心臟結構或收縮功能異常，使得血液

無法循環到全身，導致心輸出量減少，無法維持身體代謝所需。 
二、心臟衰竭之分級 
         依照美國紐約心臟協會分類可分為四級： 

第Ⅰ級 

身體活動不受限制 

平常的身體活動不會引起疲倦、心悸、呼吸困難、或心臟不

舒服。 

第Ⅱ級 

身體活動輕度受限制 

可以從事輕度日常活動（如爬樓梯、上下一兩層樓梯、掃

地）；稍微劇烈運動，可感覺呼吸困難、疲倦、心悸、或心

臟不舒服等不適症狀。 

第Ⅲ級 

身體活動明顯受限制，休息才會比較改善 

從事日常輕微的活動(如上下樓梯、掃地)即會感覺疲倦、心

悸、呼吸困難或心臟不舒服。 

第Ⅳ級 

任何身體活動都會不舒服 

連躺在床上或站著不動，也會出現呼吸困難、疲倦、心悸、

或心臟不舒服。 

 
三、心臟衰竭會有哪些症狀？ 

   (一)容易疲倦：通常發生在活動後，主要是因為組織缺氧導致。 
   (二)呼吸困難：為最常見的症狀，平躺時會感到呼吸困難，需藉由坐起來

或墊高枕頭才得以緩解。 
   (三)心搏過速：因心輸出量減少導致心跳代償增加。 
   (四)水腫：發生於四肢(周邊組織水腫)、肝臟(肝腫大)、腹水、肺水腫或肋

膜積水。 
   (五)夜頻尿症：白天因心輸出量及腎血流減少，尿量減少，但夜間因平躺造

成腎血流量相對增加，導致尿量增加，夜間多頻尿。 
   (六)胸痛：因心輸出量減少，冠狀動脈血量不足，繼而發生胸悶、胸痛的症

狀。 
   (七)行為改變：由於心輸出量減少，引起腦部血流不足，導致的大腦功能受

抑制(如焦慮、不安、記憶力受損、作惡夢、失眠或頭暈等症狀)。 
 
四、心臟衰竭的居家照護 



2023 年 03 月護理部核可格式  ~7510007-2~                      

 (一)飲食方面: 

多蔬菜多高

纖(糙米、大

麥、燕麥、

堅果) 

蔬菜提供膳食纖維，內含有豐富高纖能幫助維持腸道健康，

預防便秘問題，也能維持足夠的抵抗力，促進身體新陳代

謝、心血管健康；並適量攝取糙米、大麥、燕麥、堅果(圖

一)。 

  
圖一、多蔬菜、多高纖 

採少調味品

(低鹽)、少

加工食品 

飲食中採少調味料品(低鹽)，一天勿超過 3 公克（約一小湯

匙），因鹽中的鈉會使水分留在體內，增加心臟的負擔，故應

避免鈉含量高的食物，如臘肉、鹹魚、鹹蛋、皮蛋、香腸、

罐頭、肉丸、豆腐乳、醃菜、蛋糕西點等(圖二、圖三)。 

  

圖二、少調味品 圖三、避免食用加工食品 

採低油脂飲

食、避免高

飽和脂肪酸

食物 

採低油脂飲食、避免過多的高飽和脂肪酸食物，如五花肥

肉、動物內臟、蛋黃、海鮮、蝦等(圖四、圖五)。 

  

圖四、採低油脂飲食 圖五、避免高飽和脂肪酸 

避免刺激性

及產氣食物 

避免刺激性食物，如：咖啡、酒類、茶類或辣椒，少吃產氣

食物，如：韭菜、洋蔥等食物，以免造成心搏過速增加心臟

循環負荷(圖六)。 

 

 

 

 

圖六、避免刺激性食物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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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每日測量體重及早晚量血壓、心跳： 

     建議每日早餐前量體重且早晚測量血壓、心

跳並記錄，只要體重增加一公斤，大約體內

增加 1000 毫升的水分滯留於體內，建議自我

限水(1000-1500ml/天)，並於返診時將紀錄交

給醫師作為用藥參考。(圖七) 
 

 

(三)大便時不可太用力，以免增加心臟負擔，需增加 

    食物中纖維攝取，並依醫囑服適當軟便劑，維持 

    排便通暢。(圖八) 
 
 
 
 
(四)每天規律適度有氧運動可強化心血管功能，增  

加心肺耐力，甚至減緩心衰竭的症狀；最好的

運動是散步、走路，運動量皆以不增加呼吸喘

或疲累為原則；走路者，可站在原地做伸展體

操、甩手運動無法站立或是走不穩者，可在床

上作伸展上肢、抬腿等運動。(圖九)                                                       
  
 
(五) 適當社交活動，維持穩定                  
(六) 戒菸戒酒，維持心臟健康情緒及愉快心情。 (圖十、十一) 

 
 
 
 

 
                

 
 
(七) 其他注意事項： 

1. 經醫師評估後，家中可自備氧氣、血氧機，如有呼吸喘時，可用氧氣治療，

減輕不適症狀，並注意四肢末梢血液循環，觀察有無冰冷、發紫，若仍有

以上狀況，應立即返院檢查。 
2. 減少造成心臟負擔的因素，如避免感冒或情緒起伏過大。 
3. 注意氣候溫度的變化，如氣溫突然下降，會使血管收縮，容易感到身體不

適，因此外出請加帶保暖衣服，冬天戴口罩等。 
4. 避免太冷太熱、溫差太大及空氣不好的環境，如：洗三溫暖。注意洗澡水

 

圖七、每日測量體重 

 

圖八、避免便秘 

 

圖九、規律適度運動 
 

 

     圖十、維持好心情 

 
 

    圖十一、 戒菸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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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以攝氏四十度左右最好，過熱會使體內血管膨脹，增加心臟負擔；過

冷會使血管收縮，影響心臟功能，最好採淋浴。 
5. 女性如想要懷孕時，應與醫師詳細討論是否適合。 
6. 觀察有無復發症狀：如有呼吸急促、咳嗽、下腹腫脹、下肢水腫、無法採

半坐臥休息時應迅速就醫。 
 (八) 水腫自我監測方法： 

以指腹下壓小腿（尤其是脛骨前皮薄處）或腳踝測試，按壓約 5-10 秒 後，

當指腹離開皮膚表面，正常狀態下，按壓處會立即恢復原狀，若無法立即

恢復則代表有水腫情形，以下圖片能快速教您判別水腫程度。(圖十二) 
 
 
 
 
 
 
 
 
 
 
                    圖十二、凹陷性水腫分級 

 

(九)守護心衰竭，要記居家保健七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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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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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