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養和醫院言語治療師阮端凝說，中風可以影響身體任何部分，視乎中
風時腦部哪一個部位受影響而導致失去相關的身體機能，其中一個常見情
況，是中風後影響吞嚥能力。

「研究顯示，剛中風的病人，百分之二十八至六十五有吞嚥困難。
有些患者的吞嚥能力可慢慢改善，但約有百分之十一至五十在中風後

六個月仍然有吞嚥困難。

中風後持續有吞嚥困難的患者，生活質素較差之外，據
外國研究顯示其整體康復較差，而所需的照顧一般比較

多，因而需要入住療養院舍的機會亦較大。

若患者有吞嚥困難，會有甚麼風險？

阮端凝說，有吞嚥困難的人士，患有吸入性肺
炎的機會比一般人士高三至十一倍；有吞嚥困難

的中風患者會較易有營養不良及有脫水狀
況，因此他們的死亡率也較高。

家人如何知道中風患者有吞嚥困
難？阮端凝說，吞嚥障礙有以下

徵狀：

嚥困難徵狀

如家人進食出現上述的徵狀，但沒有
嗆到，是否代表沒有吞嚥問題？

阮端凝說，中風後出現吞嚥困難，最擔心
食物誤跌入呼吸道引致吸入性肺炎。很多時家人

以為當食物誤跌入呼吸道患者
病 徵 一 定 是 嗆 到 ， 或 稱 「 濁
親」，但患者不一定曾出現這項
徵狀。

「嗆到是食物『落錯格』的
正常反射反應。由於中風可令喉
嚨知覺減弱，早期中風患者之中
超過百分之四十沒有此正常反
應 ， 故 食 物 落 錯 格 也 沒 有 感
覺。」阮說。

所以在病人中風後，為預防吞嚥困難所引起的併
發症，要及早評估並處理吞嚥問題。

言語治療師進行吞嚥評估時，一般會檢查口部肌
肉的力量及活動能力，並觀察病人吞嚥及進食不同食

物及流質的情況。如有需要可會建議做進
一步的評估，例如照X光吞嚥檢查或內窺
鏡檢查。

如病人屬高風險類別，而用口部進食
會很大機會引起併發症，言語治療師可能
會建議病者不經口部進食。在此情況，患
者可能需要置入鼻胃候、胃管或其他方法
去吸取身體所需要的營養及水分。

▲吸入性肺炎是常見
中風後併發症。

▲

中風時腦部哪一個部位受
影響，會導致失去相關的身
體機能。

▲X光吞鋇造影可以了解病人的吞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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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六成中風病人吞嚥困難三

吞

何檢查吞嚥能力如

進食或吞下口水時經常嗆喉或喉嚨傳出水或痰液聲；
進食或吞口水後呼吸有困難；
需要吞很多次或費很大氣力才能將食物嚥下；
流口水或進食時食物或流質從口流出；
進食時間過長，例如平時十五鐘完成但現在要一小時；
經常發燒或患有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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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風病人完成評估後，言語治療師按照病人的情況會
作出適當建議。

首先，被評定為從口餵食不安全，言語治療師可建議病
人用非口部方法進食，確保中風患者要足夠營養而減低吸入
性肺炎的機會。

如評估後認為病人可以從口進食，言語治療師會因應病
人能力，作出有關調整食物質地及流質濃度的建議，目的是
為了減少食物跌進呼吸道的機會。「言語治療師建議的食物
質地軟硬度可像嬰兒麵糊質地，或比較軟腍質地，或需將食
物切碎；流質方面，可能會建議是否需要加凝固粉，以調整
流質的濃厚程度。

因應病人情況亦可建議進食或餵食時的技巧以避免食物
落錯格，例如垂下頭進食，進食速度減慢，或大力吞下。」
阮端凝說。

阮端凝說，言語治療師可會依照以為患者吞嚥問題而設
計相關治療計劃，目的是提升喉嚨及口部肌肉力量，令兩者

能互相協調，減低吞嚥時落錯格的
風險。訓練可包括一些普通針對吞

嚥肌肉的運動，例如喉嚨、舌頭或
嘴唇。在某些情況下患者亦可能

適合會用電流刺激肌肉或腦
部改善吞嚥能力。

除了減低食物落錯格的風險外，患有舌嚥困難的中
風病人若能改善其他因素，亦可減低患肺炎的機會率，
其中一項是口腔衞生！

阮端凝說，病人如口腔乾淨亦可以減少肺發炎的
機會，故平日要清潔，另外亦要跟隨食物流質調整
以及進食技巧等建議。「如病人能自己處理進食的
問題，不必依賴他人照顧的話，應該鼓勵患者自己
學習進食技巧及方法，因為不需要別人餵食亦可幫助減少
肺發炎的機會。

▲在液體食物加入凝固粉，
幫助吞嚥。

▲ 常刷牙保持口腔
衞生，可以減少肺
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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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對策　改善進食情況提

對性練習　訓練吞嚥針

意口腔衞生注

▲言語治療師會利用不同工具訓練口腔
肌肉及改善吞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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