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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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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心因性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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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心臟節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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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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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依照1970年世界
衛生組織及1979年國際心
臟病學會、美國心臟學會的
定義為：不論原因，在症狀
發生後24小時內死亡，稱之

為猝死

其後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修
正為發病後6小時內死亡都

統稱為猝死



心因性猝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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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在症狀發
生後2小時內死亡者，
約七至九成由心血管
疾病所致，其餘則歸
屬於腦部及肺部疾病

沒有其它潛在致死病
因下，因心血管問題
所導致的突然非預期
性死亡，稱為「心因
性猝死」。



心因性猝死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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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性猝死盛行率
約0.1至0.2％

推估全台每年有約
2萬3000人至4萬
6000人因此喪命

每天約有100人喪
命

約有七成五發生在
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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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 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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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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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頭昏

胸悶

持續性嘔吐

超過半數的個案中，常常事前沒有預兆



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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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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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意識時應立即呼救，立刻撥打119求助

•僅約四成民眾第一時間啟動CPR

心肺復甦術(CPR)

• 4分鐘內盡快施予CPR，8分鐘內能取得AED讓其自動判別
是否需要電擊，有60-75％的機會救回患者

•若超過 4分鐘才進行急救的話，存活成功率只剩下1％

自動體外電擊除顫器(AED)



17



18



19



20



21



22



猝死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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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性猝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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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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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 / 冠狀動脈疾病

不明原因突發性死亡

自己或家人曾發生不明原因暈倒
甚至猝死而被救回

• 留心是否有家族遺傳性心臟結構及心律
不整的問題



常見心因性猝
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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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疾病

瓣膜性疾病

心肌病變

心肌炎

心律不整

• 先天家族遺傳及後天因素引起，如WPW症候群、Q-T期過
長症候群、Brugada 症候群)

其他

• 肺栓塞、心包膜填塞、主動脈剝離、嚴重鉀離子或鎂離
子電解質異常等疾病



常見心因性猝
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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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少
年

心肌炎、心肌肥厚、Q-T
期過長症候群，Brugada 
症候群及冠狀動脈先天
異常

中
老
年

冠狀動脈疾病、心肌病
變、或心臟瓣膜疾病



冠狀動脈疾
病 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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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疾病
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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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男性：45歲以上；女性：55歲以上）

性別（男性較易好發）

家族有冠狀動脈病史

高血脂症

高血壓

糖尿病

抽菸

肥胖

缺乏運動

過度緊張及精神壓力



危險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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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出現氣促

胸悶胸痛

昏厥

心悸

全身倦怠

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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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FZCW0sD0A&t=13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FZCW0sD0A&t=1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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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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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相關症狀

猝死家族史

緊急處理

對症下藥

心臟節律器



猝死與心臟健康

症狀發生後短時間內
（現行定義6小時內）

死亡

·  個人因素

·  慢性疾病

·  生活習慣

·  胸悶、胸痛

·  呼吸急促、氣促

·  心跳異常（過快或
心悸）

·  頭暈、全身無力

·  冠狀動脈疾病

·  心肌症

·  心律不整

·  其他因素

·  立即求助

·  心肺復甦術（CPR
）

·  自動體外除顫器（
AED）

·  心臟節律器（
Pacemaker）

·  植入式去顫器（
ICD）



Q & A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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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栓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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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小板藥物

•阿斯匹靈, 伯基
•保栓通, 易凝安, 百無凝

抗凝血藥物

•可化凝, 華法令, 可邁丁
•普栓達, 艾必克凝, 拜瑞妥, 里
先安



食品藥物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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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抗凝血作用（導致凝血時間延長）

•銀杏、靈芝、大蒜、當歸、丹蔘、蜂王乳、魚
油、薑、維生素 E（>400 IU/天)、芒果、葡萄
柚、蔓越莓、洋蔥、辣椒等，若與藥物併用可
能會造成出血的風險

•其他健康食品如甲殼素、葡萄子、葡萄糖胺等
亦有增強抗凝血作用

降低抗凝血作用

•維生素 K、高劑量維生素C、輔酶Q10、甘草、
人參等，可能會減低抗凝血劑之作用

•其他如綠茶（兒茶素 catechin）及豆奶（黃豆
蛋白）也會降低可化凝的藥效



飲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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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穩定維生素 K 的攝取

• 扁豆、青花菜、甘藍菜、萵苣、菠菜、高麗菜、茼蒿等

小心高劑量的維生素補充劑

吃藥時勿與葡萄柚（汁）、蔓越莓（汁）同時服用，也不過量飲
酒

避免服用中草藥及保健食品許多食品、中草藥或保健食品，均會
與可化凝產生交互作用

「全國健康食品與膠囊錠狀食品非預期反應通報系統」進行線上
通報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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