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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版衛教資訊：1-發燒(Fever) 

 
 

 增加液體的攝入量（除了患有鬱血性心衰竭和腎臟病病人之外)。 

 不要運動；多休息。 

 洗個溫水澡或泡澡；不要在泡澡中使用酒精擦身體或喝酒。 

 穿輕便的衣服並使用輕薄的床罩。 

 持續每 2-4小時量一次溫度和評估意識狀態。如果沒有改善，請通知個管

師或來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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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衛教資訊：1-發燒(Fever) 

 

 
一、 發燒定義： 

身體因某種原因導致體溫調節中樞失常，以單次口服體溫≥38.3°C 或耳體

溫≥38°C 並持續 1 小時以上，稱之發燒[1, 2]。 

 

二、居家照護原則： 

1、就醫前須採取居家緊急措施[2]： 

(1)持續 2-4小時監測生命徵象，例如：體溫和意識狀熊[2, 3]。 

(2)減少衣物和被蓋，若寒顫可給被子保暖。 

(3)持續補充水分或液體。 

(4)提供舒適、涼爽的環境。 

(5)使用水溫約 30°C 的溼毛巾置於病人的前額以降溫。 

 
 

2、發燒處理[1]： 

(1)增加液體的攝入量（除了患有鬱血性心衰竭和腎臟病病人之外)[1]。 

(2)不要運動；多休息[1]。 

(3)洗個溫水澡或泡澡(30℃)，透過對流和蒸發作用來降溫[1, 2, 3]。 

(4)不要在泡澡時，使用酒精擦身體或喝酒[1, 2, 3]。 

(5)穿輕便的衣服並使用輕薄的床罩，以促進散熱[1, 2, 3]。 

(6)每2-4小時量一次溫度，直到退燒後72小時；如果沒有改善，請通知個

管師或來電諮詢[1, 2, 3]。 

 

3、飲食與液體攝取[2,4]： 

(1)宜採用少量多次的喝水方法，每次不超過300 mL。 

(2)飲食應以清淡、易消化、含有豐富維生素為主。質地以流質或半流質為

佳，如稀飯、麵線、蓮藕粉，並搭配新鮮水果或果汁。待退燒後，可是

當地添加豆、魚、蛋、肉、奶等優質的蛋白質食物，如虱目魚粥、蛋花

湯麵。 

(3)請勿吃太油膩食品，少吃脂肪類，以防消化不良。 

(4)請勿吃辛辣之食品，辛辣燥熱食物，如胡椒或辣椒之類宜避免，以免產

生助熱的情形。 

(5)以清淡飲食為主，可適當加入黃(豆)製品、魚、蛋、肉、奶等優質蛋白

質食物，營養價值高為宜，且以清熱降火為主，例如：蓮藕汁、舒

跑、蜂蜜飲、西瓜汁等，皆有助於清熱防暑、降火。若白血球正常，

可搭配新鮮果汁、補充水分。 



20220510(V2) 
 

3 
 

4、促進病人舒適和環境[2]： 

(1)給予口腔護理，以降低嘴唇乾裂、口乾、口臭和舌苔的發生。 

(2)提供冷氣(室溫維持在20~23.9℃)、除濕機(濕度維持20~70%)、電風扇或

溫水澡，以維持舒適的環境。 

(3)限制訪客，維持安靜的環境，讓病人能獲得充分的休息。 

 

5、預防感染的建議[1]： 

(1)在治療期間保持充足的水分和營養，包括蛋白質、維生素 B 和 C，有

助於保持皮膚完整性。 

(2)以電動刮鬍刀取代剃刀進行剃毛。 

(3)避免撫摸寵物動物、處理寵物糞便，包括魚缸、鳥籠和貓砂盆，以降低

感染風險。 

(4)避免進出公共場所，特別是傳染病流行期（例如水痘、麻疹、感冒、流

感和帶狀皰疹）。 

(5)避免便秘和緊張，以防止對直腸組織的創傷。化療期間避免肛診、直腸

量體溫、衛生棉條、灌腸劑和栓劑。 

(6)應限制所有患有上呼吸道感染、類流感疾病、帶狀皰疹或最近已知接觸

任何可傳播疾病的訪客。 

(7)禁止使用新鮮或乾燥的花卉和植物。 

(8)在處理食物前、進食前後、使用洗手間後、咳嗽或打噴嚏時，使用肥皂

和溫水或消毒洗手液洗手。 

(9)安全的食物處理 

1)徹底清洗所有新鮮水果和蔬菜。 

2)防止生肉和農產品的交叉污染。 

3)治療期間以熟食為主，勿食用生食(如生菜沙拉、生魚片)。 

 

6、其他注意事項： 

(1)不要運動；多休息[3]。 

 

三、何時應立即就醫?[3] 

1、體溫大於(含)38.0°C 以上且超過 24 小時。 

2、癲癇發作。 

3、反應遲鈍。 

4、呼吸困難。 

5、頭痛、頸部僵硬和/或畏光。 

6、脫水的跡象，如有站立或坐起時頭暈、無力、意識模糊、過度口渴、深

色尿液(尿量減少) 。 

7、發燒持續大於 72 小時(3 天體溫<3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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