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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激躁症 
 

一、 診斷的準則: 

(一) 每月至少有三天以上有反覆發作腹部不適或疼痛, 且排便後症狀獲得改善。 

(二) 每月至少有八天以上，以下五項中符合兩項以上的條件。 

1.排便感覺改變(如必須用力，急便，或是感覺排不乾淨)。 

2.排便次數的改變 (每天三次以上或每週少於三次) 。 

3.大便軟硬度的改變 (過硬、過軟或水瀉)。 

4.大便中帶黏液。 

5.腹脹。 

(三)必須要滿足在診斷前至少六個月內,有三個月都有症狀發作的條件之下成立。 

二、醫師會根據病人的主訴決定治療及檢查的方式： 

(一)先以藥物嘗試性治療。 

(二)檢查大便，血液生化檢驗是否異常。  

(三)直腸鏡或大腸鏡檢查。  

(四)大腸鋇劑攝影。 

一般情況下，大約需要 2至 8週的時間，即可做出正確的診斷，並且得到初步的治

療效果。 

三、治療： 

為什麼會出現大腸激躁症呢？根據統計，正常人口的 10-20%會有大便方面及腹部

疼痛的問題。但是，大部份的病人出現症狀都較輕微且時間較短，所以不致常找醫師看

病。少數病人卻為症狀所苦，常跑廁所且偶有腹痛。到底大腸激躁症如何治療？可歸納

成以下： 

(一)必須先排除器質性因素，如大腸癌、憩室炎、克隆氏症等。 

(二)症狀厲害時以藥物控制，按時服藥。 

(三)症狀緩解時，要維持規律的進食時間，多吃青菜、水果及喝水，以纖維性食物改善 

大腸運動功能。 

(四)訓練自己按時大便，通常在早起後，早餐前最適合。 

(五)三餐要定時定量，讓胃腸的生理時鐘回復規律，每餐大約 7-8分飽即可，心理的調

適，紓解壓力，生活保持規律，正常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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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加身體的活動力。因運動可幫助降低無形的壓力，並刺激腸道進行規律性的收縮 

與放鬆。如走路、跳舞、騎腳踏車或游泳等。 

四、結論： 

大腸激躁症是由於腸道之功能異常所表現出來與排便相關之症候群。腸躁症病人腸壁內

的神經纖維末梢比較敏感，一些平常不會引起感覺或疼痛的腸道氣體或物體，卻造成腸

躁症病人腹脹、疼痛或強烈的排便感不會造成癌症或體重減輕等後果。但是詳細的檢查

及按照醫師指示確是獲得治療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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