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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的日常生活注意事項 

 

一、什麼是癲癇 

俗語叫「羊癲」、「羊癲瘋」亦有人稱「豬母癲」。它本不是一種病而是一種「症狀」，

只要大腦皮質受到傷害或功能異常，腦部的電波活動就會發生不正常，就像電線短路一

樣，發生不該有的放電之現象。發作通常是短暫自行會停止，通常不給予任何治療，病

人也會自己醒過來，這就是所謂的癲癇。 

二、發作時之立即處理 

1.保護病患的頭部，且移開易造成傷害的傢俱或物件，以防止病人意外發生。 

2.拿掉病人身上會造成約束的東西；如眼鏡、領帶、緊身內衣並解開衣領。 

3.協助病人採取側臥，以保持呼吸道通暢，若情況允許可取下假牙。 

4.當病人牙齒緊閉時，請勿強行撬開病人的牙齒，以免牙齒脫落，阻塞呼吸道。 

5.請勿於病人身上強行約束，以免造成傷害或骨折。不要放任何物品於口中。 

6.在病人發作時，或剛發作完畢，在未完全清醒前，請勿餵食或服藥，也不要試圖中止

他發作。 

7.觀察發作時的狀況，包含發生時肢體抽搐的情形，從開始到停止的時間，以及間隔多

久後才恢復知覺，必要時可以錄影留存，提供當時情形給醫師做進一步評估 

8.若癲癇發作時間持續超過 5分鐘，或短時間內頻繁發作( 30 分鐘內發作 3 次以上)或

於兩次發作間，病患仍未清醒呈現癲癇重積狀態，就需送醫急救。 

9.若只是失神發作，則不須處理只要記錄觀察，在下一次就診時告知醫師調整用藥即可。 

三、日常生活應注意事項 

1.切記易引起發病之誘因： 

(1)不按時吃藥。 

(2)發燒、體溫大於 39度、感染、疾病(如：肺炎、泌尿道感染等)。 

(3)頭部外傷。 

(4)營養不良、新陳代謝障礙、低血鈣。 

(5)藥物禁戒：禁酒 12-48小時內發生，導致跌倒，外傷性癲癇。 

(6)聲光刺激。 

(7)荷爾蒙的改變：懷孕及月經。 

(8)情緒刺激及日常生活有變動：如離婚、喪偶、熬夜。 

2.定期複診及血液常規檢查，以了解藥物及疾病控制情形。 

3.工作應避免在高危險及聲光刺激強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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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抗癲癇的藥物會影響胎兒，若計劃懷孕需與醫師討論並選擇適當藥物。 

5.隨身攜帶卡片，內戴自己姓名、有癲癇疾病、癲癇用藥及服藥時間表、緊急連絡人。 

6.家屬應多予心理支持，癲癇疾病是可以控制的。如遇發作時應使危險降至最低。 

7.避免單獨從事有潛在危險的活動(如游泳)或工作；並應避免騎車、開車。 

8.鼓勵病友參加互助團體，分享經驗，相互勉勵，建立正確的觀念，讓病人了解仍 

  可上學及工作，維持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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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對以上的內容進一步了解，請洽諮詢電話：05-2756000 轉 70 病房分機 7001、7002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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