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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停經婦女前來求診時，自述已經多

年沒有性生活，但是陰道常有一些黃

黃臭臭的分泌物，外陰部也有搔癢的情況，

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性病。也有不少停經婦

女表示，每次性行為之後，會陰部和泌尿道

總是會出現一些不舒服的症狀，陰道也出

血，因此對性行為產生恐懼感，最後甚至引

起一些家庭問題，為「顧全大局」，只好無

奈地接受先生的要求，原本應該甜蜜的性生

活，變成痛苦不堪的「家庭作業」。

經過診斷，發現她們罹患的是「萎縮性

陰道炎」，使用局部雌激素藥膏治療1個月

以後，不但陰道發炎的症狀獲得改善，也提

升了對性生活的滿意度。

衛生署2007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台

灣婦女平均壽命為82歲，平均停經年齡約50

歲，其中45歲以上女性的比率大幅增加，已

從24.7%提高至34.6%。簡言之，台灣婦女

至少有1/3以上的人生是在停經的狀況下度

過，因此萎縮性陰道炎的患者不在少數，停

經後的快意人生也因此打了折扣。而且，停

經的時間越久，發生萎縮性陰道炎的比率越

高。

患者應克服心理障礙勇於就醫

「萎縮性陰道炎」是一種常見的疾病，

雖不至於致命，但對於生活品質有很大的影

響，尤其很多患者不敢就醫，怕別人用異樣

的眼光來看待，認為年紀那麼大了，怎麼還

會有性生活？陰道有分泌物，是不是代表生

活不檢點？因此選擇默默地承受這一切，或

是相信一些偏方，例如用鹽水或消毒水沖洗

陰道，結果越洗越癢，病況變得更複雜，最

後受不了來看門診時，已經併發多種感染和

慢性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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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經後的難言之隱 

萎縮性陰道炎



萎縮性陰道炎

定義 因為體內缺乏雌激素，因而造成的陰道炎。

常見症狀
最常開始的症狀是性行為時，陰道潤滑液會減少。接著就會開始有陰道乾澀、陰道搔癢、陰唇搔癢、陰
道有灼熱感、性交疼痛、黃色有異味的分泌物、以及會陰部有壓痛感等症狀。症狀會隨著停經的時間變
長而更加嚴重。

病因

● 自然停經
● 接受過雙側卵巢切除
● 早發性卵巢衰竭
● 接受過放射線治療或是化學治療
● 正在使用抗雌激素藥物
● 哺餵母乳中
● 泌乳激素增高
● 抽菸

診斷 主要還是要靠症狀、病史，以及臨床發現。

病理機轉

1. 主因是體內雌激素下降，進而導致陰道萎縮。陰道的表皮細胞也會變薄，陰道變得容易受傷，也就容
易出血，產生潰瘍。

2. 陰道結締組織因為上皮保護作用降低，且陰道內的酸鹼值升高，這些都會使陰道變得容易發炎和感
染。

3.陰道彈性變差、變窄，擴展性也不如以往。

所以停經後的婦女，如果有了陰道異

狀，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都是老化的過程，

是必經的折磨，這樣的觀念只會讓自己的

不適更加惡化，泌尿道感染的機會也將大

增。此時應該積極尋求婦產科醫師治療，

切莫自行到藥局購買藥膏或抗生素，才是

上上之策。如果長輩行動不方便，為人子

女者也可以主動帶她們就醫。

適當的治療可以提高生活品質

治療的首要原則是改善症狀，再來是

避免陰道上皮進一步萎縮。一般民眾往往

忽視了萎縮性陰道炎的治療，因而引發其

他併發症，例如泌尿道感染等，所以接受

治療在短期觀點來看，可以減少局部的不

舒服，在長期觀點來說，更可以減少反覆

性的陰道感染和尿道感染。治療的方法有

以下幾種：

● 局部潤滑液： 通常用於症狀輕微的患者。可

以改善不舒服的症狀，但是對

於陰道上皮的修復並無幫助。

● 規律的性生活： 性行為對於維持健康的陰道

上皮具有一定的功能，有規

律性生活的婦女，產生萎縮

性陰道炎的機率比較低，這

可能是因為陰道局部血流量

增加所致。此外，性生活也

可以使陰道保持彈性，避免

陰道口閉鎖。

● 雌激素： 這是目前對於萎縮性陰道炎最有效

的治療。適當的雌激素治療可以

恢復陰道的酸鹼值，使陰道上皮增

厚，陰道分泌物增加，減少陰道乾

澀，減少泌尿道感染復發機率，減

少尿急的感覺。尤其是局部性的雌

激素藥膏，不但劑量比起口服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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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見效也比較快。一般人聽到

「雌激素」就心生恐懼，其實局

部低劑量的雌激素藥膏，是很安

全的，只不過使用前，還是要由

更年期專家先評估，切忌自行購

買成藥使用。

● 戒菸： 抽煙對於陰道黏膜上皮會造成直接

的傷害，同時也會降低局部雌激素

的再利用，減少陰道的局部血流灌

注情形，因此戒菸有助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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