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腎臟受損超過三個月，結構或功能無法恢復正常時，就
稱為慢性腎臟病。慢性腎臟病分為五期，這個過程可能非常
長久；也有可能很快就進入第五期--末期腎衰竭，甚至要進
行透析或換腎的治療。因此，為了避免腎功能快速惡化為末
期腎衰竭，慢性腎臟病人一定要配合醫生的指示。

常見造成慢性腎臟病的原因
●慢性疾病：

糖尿病、高血壓、痛風等慢性病都可能造成腎臟功能受損
，尤其如罹患糖尿病十年以上，約有1/3的病人會演變為
糖尿病腎病變。

●免疫系統疾病：
原發性腎絲球腎炎、繼發性腎絲球腎炎如：紅斑性狼瘡。

●不當服用藥物：
部分止痛藥、部分抗生素及重金屬可能會影響腎臟功能，
來路不名的藥物、偏方、草藥、減肥藥、健康食品或成藥
，因其成份及劑量難以控制，長期服用可能會導致腎功能
受損，因此建議不要任意服用非醫師處方的藥物。

●尿路阻塞：
泌尿道結石、狹窄、膀胱尿液滯留都可能影響腎臟功能，
因此如排尿有異常狀況應儘早治療。

●遺傳性疾病如：
多囊腎。

什麼是慢性腎臟病?
慢性腎臟病的嚴重度分期

腎臟病有哪些症狀呢?
●腎臟病的症狀就是：泡、水、高、貧、倦。

「泡」-小便有泡「泡」  
「水」-「水」腫
「高」-「高」血壓   
「貧」-「貧」血   
「倦」-「倦」怠

●初期症狀1.夜尿次數多、小便困難或疼痛     2.小便有泡泡
3.眼瞼浮腫或臉、手、腳水腫         4.小便中帶血
5.後腰部敲痛(須排除肌肉骨骼疼痛)  6.血壓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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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症狀1.皮膚乾燥、搔癢    2.疲倦、全身無力、想睡覺
3.頭暈、頭痛            4.失眠、不易入睡
5.尿量減少                6.四肢或臉部浮腫
7.口腔有異味、食慾不振、噁心、嘔吐 8.呼吸喘

只要有上述的症狀，建議您到腎臟科詳細的檢查，才能
早期發現疾病、早期治療。

自我照護注意事項
●定期門診追蹤可監測腎功能，及時介入適當的治療，並與

醫護人員討論治療措施與自我保健方法。

●配合醫師服用藥物，避免自動停藥或加藥，勿信偏方草藥
、及不實廣告成藥，不使用未經醫師處方的止痛藥。

●泌尿道感染的預防：如廁時，做好個人衛生習慣、勿憋尿
、洗澡採淋浴方式等。

●呼吸道感染的預防：注意氣候變化，必要時多添加衣服，
流行性感冒季節時儘量不出入公共場所，或戴上口罩；每
年接種流感疫苗以減少感冒的次數。

●飲食控制：採低蛋白、低磷鉀、低脂肪飲食，禁用補品、
禁健康食品、攝取低蛋白點心（建議諮詢營養師設計飲食
控制計畫，延緩腎功能惡化）。

●維持理想體重：建議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因為肥胖
容易造成血脂肪過高或其他慢性病，進而影響腎臟功能。
世界衛生組織與衛生署公佈之肥胖標準：當身體質量指數
(BMI)≧24屬於過重，BMI≧27等於肥胖。

腎臟保健的秘訣—五控三避
●「控」制血壓
●「控」制血糖
●「控」制血脂肪
●「控」制尿酸
●「控」制蛋白尿
●「避」免抽煙
●「避」免感冒和過度疲累
●「避」免接受會傷害腎臟的檢查（如顯影劑）控制項目控

制目標值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暑『自主健康保腎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