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理指導資訊 P-CM-0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護理科編印 

諮詢電話：9211116-59212 

2006年 6月制定/2013 年 4月第二次修訂 

第1頁，共2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氧氣治療護理指導 

一、氧氣治療目的： 

當肺部不能運送足夠的氧氣到血液時，會引起呼吸困難、頭痛、指甲變紫、

疲倦等現象，可依醫師指示在家中使用氧氣，以使身體的組織得到適當的氧氣

供應，減輕呼吸困難的感覺、穩定肺部循環、增加活動耐受力、睡眠及生活品

質等作用。 

二、供氧設備種類： 

(一)高壓氧氣筒：多為鐵製或鋁製的氧氣筒，內存高壓壓縮的 100%氧氣，有不

同容量的規格，也有外出攜帶型的氧氣筒，可依需要選擇，其缺點為使用量

大時需經常加灌氧氣。 

(二)液態氧：本設備是將液態的氧氣儲存於特製的超低溫容器，容器有一儲存瓶

及一攜帶瓶。攜帶瓶可從儲存瓶填充液態氧，攜帶瓶重量輕約 1.5~2.5公斤，

可作為外出攜帶使用。 

(三)氧氣濃縮機：為電動式，其原理為將空氣抽入機體內，過濾分離空氣中的氧

氣與氮氣，因而得到連續的氧氣，其氧氣濃度可達 90%以上，沒有加灌氧氣

的麻煩及費用，可迎合長期使用氧氣病人的需要，居家使用方便，但是機體

較大較為笨重，限制病人活動。現有攜帶型氧氣製造機，重量約 2.7~7.6公

斤，可提供 0.5~3公升/每分鐘之氧氣流量，氧氣濃度 24~42%，使用鋰電池

提供電力，適合氧氣需求量低的病人外出活動使用。 

壓縮氧氣 液態氧 氧氣濃縮機 

           
三、氧氣吸入裝置： 

(一)鼻導管：ㄧ般以鼻導管直接接妥氧氣設備即可，但若使用較高的流量(如大

於 3公升/每分鐘)，為避免鼻黏膜過於乾燥，可加置潮濕器。使用氧氣前應

先設定流量並將鼻管對著臉頰感覺或從潮濕瓶是否有冒泡以確定氧氣是否

有流量。 

(二)簡易型面罩：當病人使用鼻導管仍有張口呼吸，或是兩側鼻孔皆已置入鼻胃

管或十二指腸管時，即可改用面罩，以提供較高濃度的氧氣，但流量須大於

5公升/每分鐘以上，預防呼出之二氧化碳滯留於面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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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期使用氧氣治療的副作用： 

(一)鼻黏膜損傷：長期經由鼻管吸入乾燥氧氣可能導致鼻黏膜受傷，可配合潮濕

器使用即可緩解。 

(二)體內二氧化碳過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若使用過高的氧氣濃度時，可能造成

呼吸抑制，導致體內二氧化碳堆積。病人可能會有嗜睡、精神差、晨間頭痛、

意識混亂、作惡夢等症狀，故建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使用 1~3 公升/每

分鐘的流量即可。 

(三)氧毒性：多半發生在長期使用高濃度氧氣(大於 60% )的病人，其症狀包括有

胸悶、胸痛、鼻黏膜充血、喉嚨痛、咳嗽、呼吸困難、容易疲勞等。 

(四)氧氣機未校正所產生之低血氧症：不當的氧氣流量給予，或未按照醫師指示

使用氧氣，會出現呼吸困難、急促、臉色蒼白、心跳加快、躁動不安、定向

力變差、頭痛及嘴唇、手指發紫等症狀。 

五、居家氧氣治療的注意事項： 

(一)確實遵守醫囑：必須遵照醫師的指示使用氧氣，如使用流量及使用時間，不

可擅自停用，亦不可隨便更改流量，否則會影響到治療的效果。若遇有問題，

應與居家護理師或氧氣設備的廠商聯繫。 

(二)正確的使用供氧設備：依據氧氣使用方法，確定流量設定以及流量是否順

暢。ㄧ般以鼻導管直接接妥氧氣設備即可，但若使用較高的流量，如大於 3

公升/每分鐘，為避免鼻黏膜過於乾燥，可加置潮濕器。若使用潮濕瓶可觀察

是否有冒泡，或將鼻管對著臉頰戚覺是否有流量。 

(三)使用氧氣注意事項： 

1.氧氣為易燃性氣體，因此供氧設備應距火源、香煙、蠟燭等可燃物至少 3公尺。 

2.遠離電視、收音機、電器、暖爐、蒸汽管、火爐、輻射物等至少 1.5 公尺以上。 

3.用氧時病人及其周圍的人皆不可抽菸。 

4.壓縮氧因高壓儲存故搬動時要小心。 

5.氧氣濃縮機需放空氣流通處。 

6.氧氣不用時需關緊且直立放置妥當以免傾倒，避免日照。 

7.凡士林及芳香噴劑、髮膠、油污之雙手等勿接觸氧氣，以防氣爆。 

(四)若有血氧過低或是二氧化碳過高的症狀，例如：嗜睡、精神差、意識混亂等，

應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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