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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R通報通報通報通報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某食道癌病人因術後大量出血緊急至開

刀房執行胸腔探查術 於 23 45轉回加護病

房 當時體溫 30.5℃ 故予以體溫調節毯 設

定溫度為 38℃ 並使用烤燈、厚被。至凌晨 2

00測量體溫仍為 30.5℃且四肢冰冷 故以雙

層塑膠袋裝置飲水機熱水並包裹冰枕套二層

置於病人頸部下 3 00病人體溫測量 34.7

℃ 移除於頸下使用之熱水袋 並檢視頸部皮

膚無發紅情形 維持體溫調節器及烤燈使用

5 00測量病人體溫為 36.6℃ 予移除烤燈及

體溫調節器。9 00時病人不斷搖頭顯輕微躁

動情形 白班護理人員發現病人頸部皮膚發紅

且出現多顆 2×3公分大小的水泡 分佈範圍達

15×5公分。 

 

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手術後低體溫為手術病人常見之問題

造成的原因往往和手術房內維持低溫、低溫輸

液、基礎代謝率下降、病人身體的暴露或者是

麻醉等因素有關
[3]
而低體溫造成的影響 包

括 酵素活性變慢、致命的橫紋肌溶解症、腎

衰竭和心律不整
[1]
故快速恢復體溫對此類病

人是非常重要的。案例中病人為手術後且合併

大失血故引發低體溫情形。 

文獻指出低體溫包含輕度低體溫為 32.2

35℃、中度低體溫為 28 32.2℃、重度低

體溫為低於 28℃[4]
。輕度低體溫可採被動回溫

方式 例如 給予溫暖乾燥的環境 增加厚被

使用、協助病人穿上襪子並調節室內溫度 若

體溫仍未恢復時則可開立醫囑予以烤燈、體溫

調節毯使用。 

主動回溫技巧可使用潮濕之 40℃氧氣溫

度 減少呼吸蒸發的熱 也可以靜脈注射給予

加熱至 40 45℃之 5 葡萄糖液或生理食鹽

水 或以輸血加溫等方式 此方式可運用於各

種低體溫病人。 

中度及重度低體溫可使用的主動回溫技

巧包含以加熱到40-45℃之生理食鹽水或林格

氏液灌洗腹腔、胸腔 或血液透析、心肺繞道

等方式。不論使用何種回溫方式 均需每 30

分鐘測量一次體溫。此外 使用熱水袋容易造

成冰冷和血管收縮的皮膚燙傷 案例中之病人

為 66歲老年人且使用麻醉藥物 屬燙傷之高

危險群 不建議使用熱水袋回溫。 

 

建議作法建議作法建議作法建議作法 

1. 落實執行正確的回溫技巧 依據標準作業流

程執行。 

2. 不論使用被動或主動回溫方式 須每 30分



鐘評估一次體溫。 

3. 熱水袋易使冰冷和血管收縮的皮膚造成燙

傷 不建議使用於低體溫病人。 

4. 可給予病人溫暖乾燥的環境 調節室內溫度

24-26℃ 增加厚被使用、協助病人戴帽子、

圍巾並穿襪子。 

5. 使用體溫調節毯需覆蓋身體 包括頭部、身

體、四肢等部位。 

6. 使用烤燈回溫時 距離需達 80公分並照向

胸前 每 15分鐘檢查一次皮膚。 

7. 讓病人吸入潮濕的 40℃氧氣溫度 以減少

呼吸蒸發的熱。 

8. 可用 5 的葡萄糖水或生理食鹽水加熱至

40-45℃ 以靜脈注射方式回溫。需要輸血

的病人可利用輸血加溫器輸予加溫後之血

液。 

9. 加強醫護人員在職教育 利用案例分析討

論 使其他人員了解錯誤問題所在 以利發

現問題並執行改善。 

10. 單位主管應定期查核人員是否正確遵循

相關護理措施 針對錯誤行為立即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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