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47歲的職業婦女長期在工作
中久站，最近血壓高，開始服

用鈣離子阻斷劑來降血壓。有一天，

她來看門診，擔憂的問：「醫生，我

的雙腳腫起來了，怎麼辦？」

另一位77歲的阿嬤原本就有風
濕性心臟病合併心房顫動，一直在接

受藥物控制，日前因為感冒而心跳加

速，就醫時，她無助的說：「醫生，

我的雙腳腫起來了，怎麼辦?」

為什麼會水腫？

水腫，顧名思義就是鹽水從血管

內跑到組織間，所以看起來會水水腫

腫的。舉凡血管內的靜水壓變大、血

管內皮的通透性變大、或者血管內膠

體滲透壓變小，都可能造成水腫。靜

水壓為什麼會變大？原因不外血液鬱

積或血路不通。血管內皮的通透性變

大，常見於感染、發炎、過敏、燙傷

等情況。至於膠體滲透壓變小，多因

白蛋白過低，白蛋白過低的主因是肝

臟製造不足、腎臟流失過多或腸道及

惡病質造成的營養不良。

為什麼腳比手容易水腫？

雙腳為什麼會水腫？這

是一個非常實在的問題。發

炎引起的血管內皮通透性變

大，一般是侷限於發炎的地

方；肝腎問題或營養不良造

成的白蛋白過低，通常會導致四肢水腫。那麼為什

麼雙腳會水腫，雙手就不會腫呢？這是因為我們平

常是站著的，腳比手長，受到重力影響，腳部靜脈

回流的情況自然會比手要差。除了重力因素以外，

從心臟到雙腳的血管通路，每一個環節都要注意。

長期久站與靜脈回流退

化都是造成靜脈機能不全的

原因，靜脈機能不全使得回

流不良，血液自然會鬱積在

遠端，也就是雙腳，若症狀

輕微，只要白天多走動，晚

上睡覺時把腳抬高就能改善。穿彈性襪、熱敷或服

用促進末稍血液循環的藥物，也是不錯的方法。另

外，懷孕時壓迫靜脈回流，也會引起雙腳水腫。

可能造成水腫的藥物

水腫時服用利尿劑，多少會有些消腫的效果，

但利尿劑並非萬能，吃多了可能會因為水分不足，

影響腎臟血流而使腎功能受損，那就得不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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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出現水腫，最好請醫生檢視一下自己

服用中的藥物，例如鈣離子阻斷劑便是造成

水腫常見的原因之一。鈣離子阻斷劑會抑制

動脈平滑肌收縮而使動脈通路擴大，血液更

容易流向末稍，這本來是好事，然而血量增

加會促進血管收縮素的代償反應，使鈉水滯

留並滲透到組織間，形成水腫。此時，加上

或換成血管收縮素抑制劑，即可改善水腫症

狀。

心臟疾患與水腫的關聯

右心衰竭容易造成周邊水腫，右心衰竭

又可分為右心室的容積增加，例如嚴重的三

尖瓣逆流、心房中膈缺損；以及右心室的阻

力增加，例如窄縮性心包膜炎、侷限型心肌

病變、急性右心室心肌梗塞、肺動脈狹窄、

肺高壓等等。

左心衰竭也會造成周邊水腫，這要從

心跳速率、心臟幫浦和血液容積三方面來考

量。休息時的心跳速率一般是1分鐘72下左
右，心跳太慢固然會使血流射出減少而造成

血液鬱積，但1分鐘心跳若大於100下且持續
時間太長，也會因為空轉，沒有真正把血液

打出去而使血液鬱積。心跳太快對於心房顫

動的病人而言，無異雪上加霜，如果再加上

二尖瓣狹窄，血液無法往前送出，血液鬱積

的現象會更加嚴重。

簡單的說，心衰竭早

期會促進血管收縮素

及交感神經的分泌，

因此必須提早使用血

管收縮素抑制劑和乙

型阻斷劑來治療。 

心臟幫浦一旦功能變差，血液鬱積加

重，便會開始往後擠，因而影響肺部、右心

到雙腳，這也是為什麼急性心肌梗塞要快速

打通血管，擴大型心肌病變、瓣膜逆流及心

衰竭要及早介入治療的原因。對於心臟收縮

無力的病人，除了給予血管收縮素抑制劑，

也要使用強心劑。

此外，洗腎病人喝太多水，醫療處置中

的輸液補充過量或輸血太快等等，都可能造

成血液容積過多。所以，監測病人的體重與

水分進出是很重要的，適當的使用利尿劑，

療效立竿見影。

針對病因治療就能消腫

前言提到的那位47歲職業婦女，我把她
的降血壓藥換成血管收縮素抑制劑，她也接

受建議，改穿彈性襪，白天多走動，晚上睡

覺把腳跆高，多管齊下的結果，還沒有用到

利尿劑，雙腳水腫就已經完全改善了。

77歲阿嬤的情況較為複雜，她不僅有
風濕性心臟病、中度二尖瓣狹窄合併心房顫

動、心搏過速，已經長期接受乙型阻斷劑來

控制心跳及預防血栓形成，還有中度二尖瓣

逆流、中度三尖瓣逆流，正在使用血管收縮

素抑制劑。鑑於她的心臟收縮力只剩40%左
右，我開給毛地黃口服強心藥並密切監控藥

物濃度，再加上周邊血管擴張劑來治療她的

靜脈曲張及鬱積型色素沈著皮膚炎。幸運的

是，在她感冒好轉，心跳回穩之後，只服用

少量的利尿劑，雙腳水腫便改善許多，腎功

能也在正常範圍，免除了住院治療的花費以

及心衰竭帶來的痛苦。

從雙腳水腫偵測到心臟疾患，因醫療的

及時介入，化解了一場隱形的風暴，真可謂

一葉知秋，經驗永遠是最好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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