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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的衛教指導 

 

一、日常照護注意事項： 

(一)藥物方面：應依照醫師之指示按時服藥，切勿自行調整藥物劑量，用藥期間並注意

觀察有無出現嘔吐、腹部不適、腹瀉、心跳過速、心律不整、顫抖、失眠、抽搐、

休克、皮膚發疹、胃腸不適等藥物副作用，一經發生請立即就醫。 

(二)飲食方面：補充足夠的營養和維生素攝取，採用高蛋白、高熱量飲食可增加身體抵

抗力。若因同時罹患其它疾病需限制飲食時，則需與醫師或營養師討論，同時須注

意補充水份。下列飲食原則可供參考：1.選擇簡單、富變化且方便烹調的食物，如

炒麵、鹹粥。2.採少量多餐，每餐不要吃太飽，餐後不要馬上平躺,先半坐臥約半

小時。3.在熱量提供方面，可在飲食中增加不飽合脂肪酸，如：植物油；這樣可增

加熱量又可減輕呼吸的負擔。4.應攝取足夠的水果、青菜，補充各類維生素增加抵

抗力、預防便秘。 

(三)預防感染： 

1.在感冒流行時或身體抵抗力較弱時，可戴口罩，盡量勿到公共場所(無法避免時亦應

保持社交距離,約 1.5公尺)，儘量避免和感冒的人接觸。 

2.打噴嚏、咳嗽時用衛生紙掩口鼻，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 

3.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4.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充足的睡眠及適度運動，以增加抵抗力。  

5.天氣變化時，應適時添加衣服避免受寒。  

6.如發生痰量增加、顏色變黃、變黏稠、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加劇、意識混亂、或

嗜睡等肺部感染之症狀，應立即就醫。 

7.肺炎的高危險病人，可以在醫師指示下每年施打流感及肺炎雙球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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