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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護理部護理指導單張 
科 別 神經外科 編號：7620011 
主 題 腕隧道症候群 2004.08.02 訂定  
製作單位 72 病房 2022.11.29 四修  
一、 什麼叫做腕隧道症候群？ 

在我們的手腕面正中央有條 
橫腕韌帶及屈肌所形成的隧道， 
內有一條小神經穿過名為正中神經 
(圖一)，負責大拇指、食指、中指 
和無名指半邊手掌感覺功能， 
如手腕長期過度使用，造成肌腱 
發炎、腫脹、變厚，以致壓迫腕隧 
道內的正中神經，引起灼熱感、 
針刺感、腫痛、麻木等感覺異常 
症狀，便稱為腕隧道症候群。 
 

二、 發生率：易發生在慣用手，也可能發生在雙側。腕隧道症候群是最常見的

神經壓迫疾病，流行率為1-5%，以女性較多，女性與男性比例約3：1。 
 

三、 為什麼會發生腕隧道症候群? 
可能與下列因素有關： 
（一） 過度使用手、手腕或職業性暴露：如工廠作業員、打字員、使用電腦

的上班族，或長期暴露於振動的環境，像手握電鋸、穿洞機等。 
（二） 外傷、疾病：如骨折、類風濕性關節炎、痛風、脂肪瘤、神經瘤、血

管畸形或血液透析病人等。 
（三） 荷爾蒙：使用口服避孕藥、停經、卵巢切除術後、懷孕(生產後可改善)。 
（四） 新陳代謝失調：甲狀腺功能亢進或減退、糖尿病。 
（五） 其他：肥胖、女性、遺傳等。 

四、 可能會有那些症狀?  

（一） 感覺異常-例如：麻木感、腫痛、灼熱或針刺感 
（二） 症狀可能會向上延伸至手臂上端。 
（三） 常見夜間疼痛加劇與感覺異常，甚至影響睡眠，寒冷天氣、騎機車、

腕部過度疲勞，會導致症狀加劇。 
（四） 嚴重者，可能出現神經、肌肉萎縮、感覺喪失、手部抓握力減弱，相

關症狀會擴大到手肘和肩膀。 
五、 要如何知道是否有腕隧道症候群呢？ 

    可以經由兩個簡單的測試診斷是否有腕隧道症候群 

（一） 法輪測驗(圖二)：兩手掌的手背對手背，再互相施壓，讓兩手手腕與

手肘呈彎曲狀使手部正中神經受到壓力，30到60秒之後若手發麻，

 圖一、腕隧道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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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神經有受壓迫情形。 
（二） 敲擊測試(圖三)：採取手掌面朝上，用手指輕敲正中神經通過處，如

果刺痛或有被電到的感覺發生於正中神經分布區域，表示神經有受

壓迫情形。 
 
 
 
 
 
 
 
 
 
       圖二法輪測驗(Phalen’s sign)       圖三敲擊測驗(Tinel’s sign) 
（三） 到門診接受臨床診斷及肌電圖神經傳導檢查，如果正中神經傳導速

度減慢即可確立診斷。 
六、 如何治療腕隧道症候群？ 

（一） 保守治療： 
1. 休息及保護：防止進一步的傷害，可配戴護腕，避免再過度使用

手腕。 
2. 復健治療：緩解症狀，包括紅內線、熱敷、水療、經皮電刺激及

超音波等，物理治療師也可設計特殊的手腕關節運動協助復健。 
3. 藥物治療：經醫師診治後依醫囑使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包括

口服劑型、外用貼布(不宜大面積或是長期使用)、藥膏等，有止痛

與消炎作用，降低發炎反應減少疼痛。 
4. 出現嚴重麻、痛症狀時，可與醫師討論考慮局部注射類固醇以緩

解症狀。短期內重複注射類固醇對病情可能沒有太大幫助，尤其

是首次注射後可在兩週後再就醫注射，若連續注射兩次後症狀並

無改善，可能是因為神經已出現慢性不可回覆的病理變化，或仍

過度使用造成患處重複傷害。所以局部注射治療時一定要合併其

他療法，並且配合休息避免復發。 
（二） 手術治療： 

  症狀嚴重且經保守治療4-6個月無效，或症狀嚴重到干擾正常生

活時，醫師會建議手術治療，進行正中神經減壓手術，首先在腕部

掌面劃一約1至2公分的切口，將橫腕韌帶分離出來，以特殊刀片，

縱向從中切為兩半，然後縫合傷口，手術即告完成。住院時間約1至
2天即可出院。 

七、 手術後注意事項： 

（一） 手術後24小時內應密切注意手術部位每隻手指的力量、感覺、膚色、

活動度、溫度，可活動末梢手指頭，勿固定不動。 
（二） 患肢以枕頭抬高使與心臟同高以減輕疼痛、腫脹及增進循環。 
（三） 手術後病人會戴護腕(圖四)回病房，四小時後即可拆除原有敷料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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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疼痛及麻木感的症狀改善情況。 
（四） 若疼痛，通常使用止痛藥，即可獲 

得良好止痛效果。 
（五） 手術後手部發麻與刺痛感會部分減 

輕約70-80%，一段時間之後慢慢改 
善。 

（六） 病人於手術當天或手術後一天經 
醫師評估後即可出院。 

八、 居家注意事項： 

（一） 傷口照顧：手術後傷口美容膠貼覆不需拆線，保持局部清潔與乾燥。

手術部位會有瘀青及腫脹，約3天漸漸消退，若傷口出現血腫、紅腫

熱痛、異常分泌物，應立即返診。 
（二） 持續使用護腕約6週，限制手腕過度活動，患肢手術後8週內不適合提

重物。 
（三） 每日早晚取下護腕，清潔手部皮膚。 
（四） 按時服用止痛消炎藥物。 
（五） 依醫師指示定期門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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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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護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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