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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胃炎之致病菌

病毒性腸胃炎 細菌性腸胃炎

1.輪狀病毒

為引起小兒腸胃炎最常見
的病因，好發於冬天。

2.諾羅病毒

3.腺病毒

4.流行性感冒病毒

1.沙門氏菌：

會排出帶血便，多發於幼兒，這是

台灣區兒童最常見的細菌性腸胃炎

病因。

2.大腸桿菌：常見於食物中毒。

3.金黃色葡萄球菌：常見於食物中毒。

4.志賀氏菌

5.曲狀桿菌



如何鑑別診斷

糞便型態為鑑別診斷病毒性或細菌性腸胃炎的重要依據:

細菌性腸胃炎比較容易出現黏液、血絲便。

病毒性腸胃炎常為水樣、軟糊便，通常不出現血絲和
黏液。



【潛伏期】— 12~48小時

【主要症狀】--

嘔吐、腹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

好發時間--

11-3月間，1月為高峰。

【傳染途徑】—糞口及飛沫傳
染

只要100隻病毒即可造成傳染，

吃到被汙染的飲食、接觸到患

者身上的排泄物或分泌物、與照
患者的人直接接觸。

【感染力】—

恢復後至少三天中都具有傳染
性，些許患者甚至在康復後兩個
星期都具有傳染性。

諾羅病毒 輪狀病毒
【潛伏期】--約2-3天

【主要症狀】--

感冒樣症狀，發燒、嘔吐、水瀉，

有如蛋花湯般的水便，通常不帶

血絲、黏液，病程約3-7天。

【好發時間】--11-3月間。

【傳染途徑】--糞口及飛沫傳染

只要1小滴充滿病毒的水珠，就
可以致病，吃到被汙染的飲食、接

觸患者身上或患者接觸過的物品、

與照患者的人直接接觸。

【感染力】—

急性期十天內具感染力。



常見的徵象

最常見的就是糞便過於濕軟甚至水樣狀，即是所謂的腹瀉。

有些人大便中會含有黏液或血點，有些人會出現惡臭，有
些人則沒有味道，其性質會隨著不同的病因而有所差別 。

腹部痙攣、疼痛、腹脹。



常見的徵象

 有時會伴隨著上吐下瀉、中毒徵象之情形。

 發燒。

 若水份排出過多，則會引起脫水之現象。



治療的方法

細菌性感染：
寶寶發生腸胃炎時，如果3天內情況未獲改善，且

還是有發高燒、嘔吐、拉肚子的情形，一定要做大便培
養採樣，觀察是否是細菌性感染，然後適時給予抗生素
治療，以及時對症下藥。

病毒性感染：
使用症狀治療以緩和症狀，不需使用抗生素，如果寶寶
拉、吐嚴重，可補充電解質水。若可自癒即沒問題；如
果效果不好，即需就醫做進一步診治，以避免寶寶因拉、
吐嚴重造成脫水。



治療的方法?
原則上主要是以補充水份

維持體內電解質平衡、預防與治療脫水為主
 補充水份或靜脈注射點滴：可多喝些電解質液，一瓢一瓢慢慢喝，

藉補充因腹瀉所喪失的水份、糖份及電解質!



治療的方法

減少食物之攝取或禁食：

 使腸道充份休息，可食用清淡或清流質之飲食。

 若腹瀉及腸道症狀嚴重，則可先禁食一段時間。

 再搭配醫師所開的處方，即可減輕腸胃炎之症狀。



日常飲食注意須知

食物的攝取採漸進式之飲食方式，飲食量由少漸增。

採少量多餐、溫和且無刺激性的食物。

（少油、少調味、低蛋白），如粥、白饅頭。

不可進食牛奶及豆類製品、油膩、酸辣、甜食、咖啡、
濃茶等刺激性食物。

如:牛奶、乳酪、豆漿…等





如何預防

 勤加洗手。用肥皂濕洗手，用酒精乾洗手

 注意烹飪環境、食材的新鮮度與保存條件、餐具衛生。

 環境消毒：市售漂白水5-6%(500ppm濃度)調製

— 100c.c.漂白水+10公升清水；及定期清洗玩具，以維護衛生。

 受感染小朋友的排泄物要適當處理，以免成為其他小孩的感染
源。

 病人需腸胃道隔離，幼學童暫時停止上學以防傳染其他人。



如何預防
新生兒可接種輪狀病毒疫苗

腸胃炎疾病中，

只有預防輪狀病毒的疫苗問世，以口服方式接種，

接種時間都必須在出生後6~8個月內完成，

醫療院所會主動提供新生兒家長相關訊息，

再由家長決定是否接種。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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