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末期照護疾病末期照護疾病末期照護疾病末期照護呼吸困難呼吸困難呼吸困難呼吸困難    
 

一一一一、、、、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喘」，是一種很主觀的感覺一種很主觀的感覺一種很主觀的感覺一種很主觀的感覺，照顧者可以觀察到呼吸次數超過

20 次，平日活動減少，生活品質受影響，甚至引起恐慌、害怕及心理

焦慮等狀況。常見原因：肺部感染、痰咳不出來、肺部積水、腫瘤壓

迫氣管或肺部，心臟衰竭、貧血等因素，都會引發呼吸困難。極度的

疼痛、焦慮、害怕的情緒，也會加重呼吸困難的感覺。 

 

二二二二、、、、症狀症狀症狀症狀：：：：    
1. 呼吸費力，胸悶，吸不到氣，喘不過氣。    

2. 呼吸短促，伴隨使用呼吸輔助肌，如頸部及胸部肌肉用力。    

3. 盜汗、四肢冰冷、肢體末梢發紫。    

    

三三三三、、、、照護方法照護方法照護方法照護方法：：：： 
1. 照顧者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先穩定自己的情緒先穩定自己的情緒，，，，非常重非常重非常重非常重要要要要，穩定的情緒可正確的判斷及

影響病人。 

2. 先評估呼吸困難的感覺從何而來？是否按時吃藥？是否有痛？是

否有痰卡在喉嚨？氧氣管是否接好？氧氣流量是 否適當？姿勢是

否舒適？是否有其他事情影響病人的情緒？按時按量給予醫師囑

咐的藥劑。 

3. 用枕頭墊高頭部或坐起，讓病人頭部抬高病人頭部抬高病人頭部抬高病人頭部抬高 45 ~9045 ~9045 ~9045 ~90 度度度度，或採病人舒

服的坐姿或半坐臥姿，可以增加呼吸的順暢度。 

4. 增加空氣流通，開窗、用小風扇讓微風吹向病人微風吹向病人微風吹向病人微風吹向病人，以使其感受空氣

流動，可以減輕喘的感覺。 

5. 指導用鼻吸氣，然後用口分兩次把氣吐出來，這是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的方法。

可以跟著病人一起深呼吸，請病人跟著你做『來，吸，再吸，好，

很好，現在慢慢吐氣，吐，再吐，好棒，我們再重來一次』，減緩

呼吸急促。 

6. 將需要物品置放於病人雙手可及處，且於需要時，可隨時找到協助

者，以降低病人因焦慮不安的情緒，所加重的呼吸困難感覺。另外，

可使用精油薰香，例如：檸檬、薄荷、尤加利或薰衣草等降低喘的

感覺。 

7. 當病人處於驚慌性窒息時： 

(1). 首先穩定自己及病人的情緒，不要讓害怕的情緒加重了喘的

症狀。陪伴及輕柔的解釋非常重要。讓病人坐起，輕輕緩慢輕輕緩慢輕輕緩慢輕輕緩慢

背部環行按摩或輕拍其背背部環行按摩或輕拍其背背部環行按摩或輕拍其背背部環行按摩或輕拍其背，盡量減低緊張的情緒。 

(2). 檢查病人是否有痰卡在喉嚨裡，若有則予拍痰、化痰、抽痰

等方式協助病人去除痰液。 

(3). 評估是否有缺氧現象，如臉色、唇及四肢末梢發紺、情緒混



亂，可給予氧氣。如有喘鳴呼吸聲，可給予支氣管擴張劑。 

(4). 評估病人是不是哪裡不舒服，通常疼痛也會引起呼吸加快，

造成病人呼吸更喘。給予嗎啡藥物，可先給予原本藥量的半

量，嗎啡藥物有止喘的效果嗎啡藥物有止喘的效果嗎啡藥物有止喘的效果嗎啡藥物有止喘的效果。 

(5). 引導放鬆技巧：依照全身部位由上而下一一放鬆，頭、頸、

胸背、手臂、腹部、大腿、小腿。要一直鼓勵他，給他信心，

必要時可以轉移他的注意力轉移他的注意力轉移他的注意力轉移他的注意力，和他談談其他事情，不要讓他

那麼專注在喘這件事情上。 

8. 照顧注意要點： 

(1). 清除痰液：每兩小時幫他翻身，每天三次、飯前時間做背部

叩擊，使痰容易咳出。如果痰量增加或太黏不易咳時，需配

合服用化痰劑及蒸氣吸入。 

(2). 調節生活節奏，避免急促的動作。例如：不趕忙聽電話；坐

下來梳洗、穿衣；飲食及說話也分段慢慢進行等。 

(3). 當病人使用氧氣或張口呼吸時，需要常漱口或濕潤口腔漱口或濕潤口腔漱口或濕潤口腔漱口或濕潤口腔，嘴

唇乾裂可塗少許凡士林或護唇膏保溼。 

(4). 呼吸困難是非常不適的感受，當病人面臨呼吸困難的狀況

時，家人的愛與陪伴對病人非常重要家人的愛與陪伴對病人非常重要家人的愛與陪伴對病人非常重要家人的愛與陪伴對病人非常重要，可降低呼吸困難所造

成的內心害怕與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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