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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編後 

前言 

 

    有鑒於膀胱腫瘤對病患及家屬造成身心的憂慮與傷害，也希望

能減少膀胱腫瘤的併發症，我們編纂此一手冊，針對膀胱腫瘤，提

供一些基本的介紹，以提昇病患與家屬對此腫瘤之認識，並與醫護

人員齊心合力，對抗此病。 

 

膀胱癌在台灣的現狀 

 

   近年膀胱腫瘤病患每年均有增加的趨勢，男性與女性之比約為 

3:1。2015年，膀胱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占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

的2.07%，當年因此惡性腫瘤死亡人數占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1.93%。發生率的排名於男性為第10位、女性為第16位；死亡率的排

行於男性為第12位、女性為第15位。 

引起膀胱腫瘤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與工業化學物、汽油揮發性物質及

人工色素有關。吸菸的人得病的機會也遠高於不吸菸者。  

 

膀胱的構造及功能 

 

    膀胱是一個肌肉性囊袋，其上表面位於腹膜腔外並緊貼腹膜。

男性的膀胱位於直腸前，女性的膀胱位於子宮前；膀胱前面為恥骨

聯合。膀胱依結構可分成兩部份:一、膀胱體：即球形囊的部份，二、

膀胱頸：即緊連於膀胱體及尿道的部份。 

膀胱體分三層，由內而外為：尿道上皮層、平滑肌層、漿膜層。

膀胱有一組逼尿肌環繞於通往尿道的開口，形成內尿道括約肌，兩

條輸尿管入口及尿道出口所形成的三角區，稱為膀胱三角(trigone)。

支配膀胱的神經來自腹下交感神經、骨盆副交感神經及陰部的體神

經。當膀胱儲存尿量達到 300〜500cc 時，即有尿液感並引發排尿反

射。當副交感神經衝動時，會刺激膀胱逼尿肌收縮及內括約肌鬆弛，

使尿液排出體外。  



 

 

膀胱癌的致病因素 

 

    抽煙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危險因子，膀胱腫瘤的病人中有抽

煙者佔相當高的比例，雖然抽煙導致膀胱腫瘤的致病機轉並未完全

清楚，但兩者之間確實有相當高的相關性。工作或居住的環境亦有

一定的影響，如理髮師、製鞋工人、染髮業者、畫家、油漆工人及

染料工人，因較常接觸染料，較易得到膀胱腫瘤。居住於烏腳病流

行地區，長期飲用地下水也有較高的罹病率。該地區居民除了烏腳

病盛行外，其他如皮膚惡性腫瘤、肝惡性腫瘤、肺惡性腫瘤及膀胱

惡性腫瘤均高於台灣平均值。此外，長期的膀胱發炎、刺激與感染

也是可能致病的危險因子。對絕大多數的病人來說，造成其膀胱腫

瘤之原因並不清楚。 

 

 

膀胱癌的主要症狀 

 

最典型的症狀是無痛性血尿，其主要原因是由於腫瘤組織發生

壞死或血管糜爛而引發出血。其他症狀包括頻尿、解尿困難、解尿

疼痛、尿急、腰痛、尿液滯留。其他如膀胱炎、尿路感染、膀胱出

口阻塞。有一部份病人會出現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貧血等症狀。 

 

 

膀胱癌的診斷方法 

 

基本的四種檢查就是尿液檢查、尿液細胞學檢查、靜脈注射尿

路系統檢查及膀胱鏡檢查。 

 

一、尿液檢查（urine test）：尿液檢查多半可以見到紅血球，有時伴

有白血球或細菌。 

 

二、尿液細胞學檢查（urine cytology）：膀胱內的正常細胞只有少數

會脫落，出現於尿中，而腫瘤細胞因其大量增生，故脫落數目亦較

多，這些細胞經過收集、離心、抹片及固定後，病理細胞學醫師可

以根據這些抹片做出診斷，但此項檢查之診斷率並不很高。提高檢

查的正確率，可用以下的方法：第一、儘量不採用晨間第一次排尿，

儘速以新鮮尿液送往檢查處理，因晨間第一次尿由於在膀胱內存放

過久，細胞容易變形、壞死，影響判讀。第二、藉由膀胱沖洗可以

將更多的癌細胞沖流入尿液中，特別是尿量稀少的病人。 

 

三、靜脈腎盂攝影術（intravenous pyelography）：是將顯影劑注入

靜脈中，顯影劑經由腎臟排出時，可藉由照 x 光顯現出泌尿系統的

影像，如此，可看出膀胱內殘留尿液之多寡及膀胱腫瘤的情形，也

可以檢查腎臟及輸尿管是否有合併有腫瘤侵犯。 

 

四、膀胱內視鏡檢查：在膀胱鏡下，可直接觀察腫瘤的形態、大小、

位置及數目。也可作部分切片檢查，或將腫瘤完全刮除。藉以得到

病理結果，及對腫瘤侵犯範圍有所了解，以做為後續治療之依據。 

  

五、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影像檢查：對腫瘤的大小、膀胱壁侵襲程

度、腫瘤本身內部是否有壞死情形做評估。膀胱外組織是否遭到侵

犯、淋巴結、其他器官是否已有轉移，都可經由電腦斷層或核磁共

振的影像來加以判斷。 

 

 

膀胱癌的分期： 

第 0 期：腫瘤侷限於黏膜層。 

第 I 期：腫瘤侵犯已超過黏膜層，但未達肌肉層。 



第 II 期：腫瘤侵犯至膀胱肌肉層。 

第 III 期：腫瘤組織入侵膀胱周圍組織。 

第 IV 期：腫瘤侵犯已至膀胱以外的器官或有淋巴腺轉移。 

 

 

膀胱癌的手術治療 

 

醫師會依據膀胱腫瘤侵犯程度而採取不同治療方法，以下略述

一般較常見的治療方法 

 

一、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術（簡稱 TUR-BT）： 

透過膀胱內視鏡，將膀胱之腫瘤組織切除。是診斷膀胱腫瘤之

重要步驟。對於體積較小只侵犯淺層膀胱之腫瘤完全切除加上術後

膀胱內藥物灌注。對於體積較大或侵犯較深層膀胱無法完全切除之

腫瘤，亦可取得部分組織以做為診斷之用。此手術之病人腹部無傷

口，手術時間短，流血較少，手術後恢復較迅速，併發症少，安全

性較高，但年齡大的病患，器官老化，手術中及手術後有可能發生、

膀胱破裂、腦血管和心臟病等意外，也可能會有續發性出血、尿瀦

留、尿道狹窄、尿失禁等併發症。 

 

二、根除性膀胱切除術合併尿路改道術： 

對於體積較大或侵犯較深層膀胱無法完全切除之腫瘤，就必須

實施膀胱切除合併尿路改道手術。在男性病患手術時會一起切除膀

胱、前列腺、儲精囊及周圍的淋巴腺和部份尿道；在女性則切除膀

胱、子宮、輸卵管、前段陰道及尿道口及骨盆的淋巴腺。尿路改道

的方法很多如：皮膚輸尿管造廔術（cutaneous ureterostomy）；腎臟

造廔術（nephrostomy）；迴腸導管(ileal conduit)；原位迴腸膀胱

(orthotopic  neobladder)；在此我們介紹常用的迴腸導管及原位迴腸

膀胱的手術方式。 

此種手術方式是利用一段迴腸當做排尿系統的一個導管，使尿液由

腹壁上的造瘻開口排出(迴腸導管)或者以迴腸膀胱直接與尿道連接

(原位迴腸膀胱)而自然排尿。病人有可能併發泌尿道感染、傷口感

染、腎盂腎炎、腹膜炎、小腸阻塞、腎結石、尿液外洩、造瘻狹窄、

出血等併發症。一般而言，原位迴腸膀胱雖然有較好之生活品質，

但手術併發症相對較高，因此須要病患能充分配合，手術之前需與

醫師做良好的溝通，由醫師判斷是否適合原位迴腸膀胱重建手術。 

 

三、膀胱局部切除術（Partial cystectomy）： 

對於無法執行膀胱全切除或病患拒絕接受根除性膀胱切除術

時，可採用此方式。由於極易復發，一般病患並不建議此種手術法。 

 

膀胱癌的化學治療 

 

    大多數膀胱癌在發現時是屬於淺在型膀胱癌，約佔 75%左右。

淺在型膀胱癌的特性是容易有膀胱內局部復發的現象。一般說來，

一年內復發的機率約 50%，且容易在腫瘤刮除手術後三年內發生。

因此，可藉著膀胱內化學藥物的灌注，預防腫瘤的復發。另外 25%

的病患在膀胱癌診斷時，已有局部侵犯或是遠端轉移。手術後化學

治療便成為癌症控制重要一環。 

 

化學治療在膀胱癌的角色包括：  

1、淺在型膀胱癌化學藥物的灌洗； 

2、轉移型膀胱癌的消極性化學治療； 

3、侵犯型膀胱癌術前或術後的輔助性的化學治療； 

4、侵犯型膀胱癌合併放射及化學治療 (膀胱保留療法)。 

 



目前膀胱癌在林口長庚醫院的治療計劃為： 

1.淺在型膀胱癌：第一期，先行內視鏡膀胱腫瘤刮除手術，再行膀胱

內藥物灌洗 (卡介苗或化學藥物)。 

2.侵犯型膀胱癌：第 II- III 期 (肌肉層侵犯)，有兩種治療方式：a.根

除性膀胱切除；b.合併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膀胱保留療法)。c.前

導性化學治療合併根除性膀胱切除。 

3.轉移型膀胱癌：第 IV 期， 以保守性化學治療為主；或參加人體

試驗以及免疫療法。 

   

一、淺在型膀胱癌膀胱內化學藥物灌洗 

    適用對象為表淺性未侵犯至肌肉層的膀胱癌患者。表淺性膀胱

癌有三、四成為複發性。單獨由膀胱鏡切除腫瘤是不夠的，其再發

率高達 75% -80%。甚至有 10%-15 %會進展成侵犯型。因此表淺性

膀胱癌的標準治療應包括: 1、膀胱鏡切除膀胱腫瘤；2、術後合併膀

胱內藥物灌注。膀胱內藥物灌注為抗癌藥物藉由一條導尿管經尿道

灌入膀胱內，停留一段時間，再將藥物導流出來。藉由殺死殘餘的

癌細胞以期能提高治療率。膀胱內藥物灌注的目的為:1、驅除殘存

在的膀胱腫瘤；2、預防膀胱腫瘤再發； 3、預防膀胱腫瘤進展成侵

犯型。 

Doxorubicin 、 Epirubicin、 Mitomycin 是常用的灌注化學藥

物。一般建議在膀胱鏡腫瘤切除不久，即開始灌注化學藥物最佳。

目前的作法是在術後 24 小時內施予膀胱內藥物灌注 (Doxorubicin、

Epirubicin、Mitomycin)。二至三星期後，針對病理組織報告、腫瘤

數目、腫瘤大小、惡性程度和病患狀況來決定後續的膀胱內藥物灌

注的種類與次數。後續的膀胱內藥物灌注中，BCG (卡介苗)被認為

可有效的預防腫瘤的復發與進展。BCG 是屬於免疫藥物，經由膀胱

局部免疫反應而達到抑制癌細胞的目的。給予方法為先連續 6 週每

週 1 次的 BCG 藥物灌洗，休息 1.5 個月後，之後的 21 個月再給予

12-15 次的 BCG 灌洗。相較於其他化學藥物，BCG 局部副作用較大，

一些人無法容忍。對於不適合 BCG 藥物灌注的病患，可以選用其他

化學藥物。先施予連續 6 週化學藥物灌洗，之後再每個月灌注一次。

一般平均約 12 次左右。至於 Doxorubicin、Epirubicin、Mitomycin

那種效果好？目前認為差異並不大。膀胱內化學藥物灌注的副作用

最常見為膀胱刺激所引起。包括血尿、頻尿、小便灼熱等等。 

   追蹤的方法為二年內須每3個月接受膀胱內視鏡檢查及尿液癌細

胞檢查，第三及四年為每半年一次。滿五年之後每年一次。 

    表淺性膀胱腫瘤治療後若復發，則須再次施行膀胱鏡切除膀胱

腫瘤。如仍然為表淺性膀胱腫瘤，膀胱腫瘤切除後，可重複膀胱內

化學藥物灌注。如轉變為侵犯至肌肉層的膀胱腫瘤，膀胱內化學藥

物灌注就無效。可能必須考慮膀胱切除手術或其他治療方式。 

 

二、轉移型膀胱癌的姑息性化學治療 

   過去泌尿路癌最出名的合併化學療法為 MVAC (Methotrexate, 

Vinblastin, Doxorubicin,Cisplatin)，雖效果佳（臨床的反應率為

39-65%）, 但毒性大（骨髓抑制、腎毒性及易細菌感染）。現在已較

少用。目前化療以 Gemcitabine（健擇）合併白金類化療最有效。

Gemcitabine 健保已可給付於晚期或轉移性膀胱癌病患，與鉑化合物

合併使用則平均可以存活十二到十四個月。Paclitaxel（太平洋紫杉

醇）健保尚未給付。GP (Gemcitabine,Cisplatin)及 TP (Paclitaxel, 

Cisplatin)，效果佳（臨床的反應率分別為 57-66%及 62-72%）,毒性

小。新藥與舊藥的比較為新藥毒性小、不必從腎臟排泄、臨床完全

反應率較舊藥高。 

三、侵犯型膀胱癌術前或術後的輔助性的化學治療 

輔助性的化學治療可用在手術前或手術後，也可以合併放射線治

療。根除性膀胱切除（radical cystectomy）後做化學治療的選擇對象

為高風險病患者，包括 1、腫瘤已擴及膀胱外或已侵犯至鄰近組織



者；2、骨盆腔已有淋巴腺轉移者；3、病理上有淋巴性或血管性侵

犯者。術前化學治療的優點可使腫瘤縮小，使原先難以膀胱切除者

在可行切除。缺點為化學治療毒性大或過於治療，對存活率並無幫

助。患者先經膀胱鏡切除腫瘤再行化學治療者比未經由膀胱鏡切除

腫瘤就行化學治療者，臨床完全反應率較高。化學治療有療效者預

後較佳。  

 

四、侵犯型膀胱癌合併放射及化學治療 (膀胱保留療法)  

對於不適合開刀、不想開刀或不能開刀的侵犯型膀胱癌可考慮此

法。基本上先經膀胱鏡將腫瘤切除，再合併放射及化學治療將膀胱

保留。若是癌病還持續存在可再進行根除性膀胱切除。理想條件包

括：1、腫瘤小者；2、膀胱鏡可完全切除腫瘤者；3、無腎水腫者；

4、合併放射及化學治療可達完全反應者。病人在治療後，約有六、

七成的病人可將膀胱保留。三年的存活率可達六至八成。臨床完全

反應者多數亦達到病理完全反應。毒性亦小如放射性腸炎或膀胱容

積變小等，大部分可容忍。 

 

五、免疫治療(BCG 以外) 

目前以抗 PD1 及抗 PDL1 藥物為主，為近年治療膀胱癌的一大進展。 

 

五、結論 

治療膀胱癌須要科際間的合作。化學治療在膀胱癌無論淺在型、侵

犯型及轉移型的膀胱癌皆有其重要角色。淺在型膀胱癌用 BCG 或化

學藥物灌洗對預防膀胱腫瘤的再發有所幫助。侵犯型膀胱癌可選擇

高危險群病患。在根除性膀胱切除後做輔助性的化學治療或在加上

放射線治療。對特定病人可藉合併放射及化學治療將膀胱保留。轉

移型的膀胱癌雖新的化學治療藥物如 Gemcitabine 及 Paclitaxel 療效

佳且毒性少。但仍須期待有更好的藥物或治療方法來將其突破。  

 

 

膀胱癌的放射線治療 

 

放射線治療俗稱〝電療〞，也可簡稱為〝放療〞。是利用高能量的放

射線來治療癌症病人。在一般人的認知，放射線會傷害人體，那麼

接受〝放療〞時，病人的身體會被傷害到嗎﹖答案是︰〝放療〞是

經過謹慎的規劃與小心的操作治療機器，把放射劑量釋放在需要接

受治療的部位，病人身體的其他部位均未被照射，因此〝放療〞對

人體造成的傷害是局部的，被傷害到的則是腫瘤、癌細胞。 

 當膀胱癌病患接受膀胱摘除手術後的〝放療〞時，可能被照射

到正常的器官是腸道及子宮（只在女病患）。我們會把〝放療〞的劑

量設定在安全範圍，照射到腸道及、子宮（女病患），劑量只施予摘

除手術後遺留下的空腔部位。至於未經過膀胱摘除術的病人。〝放療〞

劑量較高，約 6000-7000cGy，視病情與有無化療調整。 

 腸道中的直腸對放射線的忍耐度是 7000cGy，因此甚少出現嚴

重傷害；子宮的耐度則是更大。至於其他的腸道，因為它們在人體

內會移動的緣故，在〝放療〞過程中不可能長久停留在照射範圍內，

因此它們會接受到的放射線劑量都在容忍度以內。 

 病人接受〝放療〞時會產生的不適，多以腸道及尿道的不舒服

表現出來。腸道的症狀以〝裡急後重〞，及〝腹瀉〞居多。這些症狀

都可以藥物控制，在〝放療〞全部結束後便恢復正常。尿道症狀多

為頻尿及解尿困難，此時，應鼓勵病人多攝取水分，不使用含有酒

精的飲料，以免細菌再尿液中滋生；若症狀持續出現，使用尿道止

痛劑可舒緩症狀。 

 

 

手術前護理照護 



 

1. 由醫師向病患及家屬解釋手術的方式，及手術可能發生的合併

症，並填妥麻醉及手術同意書。 

2. 為了解病人手術前的身體狀況，病患在手術前需要完成各項的檢

驗、檢查（如照胸部 X-光、心電圖、生化及血液的檢查和小便的檢

查）使手術及治療能順利完成。 

3. 手術前教導深呼吸、咳嗽和翻身，讓病患知道術後深呼吸、咳嗽

和翻身的好處；避免術後傷口痛不敢動和深呼吸而影響手術的復原。 

4. 腸道準備：手術前一天晚上護理人員會從您的肛門灌腸，灌入

120c.c.的液體，請您忍 5 到 10 分才解掉，讓腸道乾淨，以減少手術

過程中感染機會。 

如執行根除性膀胱切除術合併尿道改道術者，手術前兩天開始應採

全流飲食，下午 3 點左右口服瀉劑 250 c.c.。手術前一天採清流飲食，

下午 3 點左右服用瀉劑三顆及 2000 c.c.開水。晚間 9 點左右口服腸

道抗生素及小量灌腸。（或依據病情需要及醫師指示調整腸道準備方

式） 

5. 手術前一定要禁食超過 8 小時，為避免手術時胃部殘留食物逆流

而導致吸入性肺部感染，於手術前一晚午夜(24:00)後開始禁食(包括

開水) 如病患有服用高血壓、心臟病、支氣管的藥物藥告知醫師，

手術當天早上 5 點護理人員會提醒您吃藥，喝水不超過 30c.c.。 

6. 為維護病患的安全，進手術室之前病人身上任何金屬物品(如項

鍊、手錶、戒子、眼鏡....)或活動假牙、義眼、隱形眼鏡等等，應移

除。女病患如遇生理期可告知護理人員可以穿紙褲。 

7. 手術前一天晚午夜 24：00 禁食，為補充水分，手術前會給予靜脈

點滴注射。 

8. 身體的清潔：手術前一天洗澡，尤其手術部位的清潔。手術當天

可以刷牙洗臉但注意不要把水吞下去。 

 

 

手術後護理照護 

 

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術後護理  

1. 意識、生命徵象、攝取量和排出量的測量，手術後會有尿導管留

置和生理食鹽水沖洗膀胱 

2. 觀察有無膀胱漲，想解小便、尿量減少的情形及小便顏色；當導

尿管留置及生理食鹽水沖洗膀胱，麻醉退後會有想要大便和小便的

感覺（若尿量正常，但想解尿，主要因尿管於膀胱內，膀胱會感覺

有異物，所以會一直收縮膀胱，而有尿意感），只要尿管通暢，教導

病患腹部儘量放鬆不要用力，如真的很不舒服可以打止痛針緩解疼

痛不適。如發現小便沒有出來及膀胱脹有尿意感，或沖洗的生理食

鹽水不滴，有可能膀胱有血塊塞住尿管，應立即告知醫護人員協助

處理。 

3. 尿管護理：保持導尿管密閉引流及通暢，可經常擠壓導尿管分叉

處，如導尿管排尿量減少、膀胱膨脹、下腹部劇痛、血尿變得較濃

稠時，請告訴醫護人員協助處理。 

a) 為預防導尿管密閉系統受污染，導尿管與集尿袋不可分離，且任

何一部分均不可受到污染。 

b) 集尿袋不可高於膀胱，以免集尿袋中尿液逆流至膀胱內。 

c) 集尿袋應離地 3-5 公分，不可放在地上。 

d) 集尿袋應每隔 8 小時或小便量超過三分之一時，即將尿液倒除。

e) 可進食時，可多喝開水以產生機械性自然沖洗力，並可稀釋尿液

中所產生的附著物之元素，以預防尿路阻塞。 

f) 尿管照顧：尿道口每日以生理食鹽水棉枝清洗乾淨，再以優碘或

新黴素軟膏消毒（或以肥皂水或清水清洗乾淨）。 

4. 維持大便鬆軟：為預防手術後因用力解便而造成傷口出血，因此

手術後多進食蔬菜水果醫師，也可能會開立軟便劑服用，以維持排



便通暢。灌腸宜盡量避免，否則容易造成手術部位出血。 

5. 多攝取水份：為使手術後尿液排出量較多，以使小便顏色較清

淡，因此應大量攝取水份，每小時應攝取 150~200 ㏄的水份。 

6. 活動方面：手術後多翻身及情況許可下儘早下床（長期臥床易發

生血栓性靜脈炎及靜脈血栓，故手術後隔天導尿管牽引放鬆後即可

下床），可促進血循環、減少肺部感染及提早排氣。若小便呈現鮮紅

色時（如蕃茄汁的顏色），需臥床休息。 

 

    一般接受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手術後，留置導尿管的時間約二

天左右，導尿管拔除後會有頻尿、解尿時感疼痛、小便控制差等症

狀，此乃膀胱壁及尿道黏膜在手術時的損傷未完全癒合所致，因此

一有尿液則會刺激到膀胱及尿道，小便即無法控制而解出，這些症

狀在一段時間後慢慢會減輕。導尿管拔除後，膀胱在建立肌肉張力

過程中，膀胱無法完全排空，容易發生膀胱炎，如果發現小便顏色

不正常、氣味異常或小便中有沉澱物時，應立即通知醫護人員。 

 

行膀胱全切術和尿路改道的手術後護理 

1. 意識、生命徵象、攝取量和排出量的測量。 

2. 疼痛護理：手術後因傷口以及手術時維持同一個姿勢太久，造成

肌肉酸痛，特別是手術後的前三天，護理人員會評估病患疼痛的情

形，並依醫囑適時給予止痛劑來減輕病患疼痛，也可採用自控式止

痛(PCA)。適量止痛劑使用不會影響傷口的癒合，您可以放心使用。

在手術後的前幾天，也可以採用正確的姿勢、適時變換姿勢以及給

予按摩等，減輕不舒適感。 

3. 傷口和引流管護理：手術後傷口會有引流管，引流傷口渗液；醫

護人員會觀察傷口引流液的情形，適時給予換藥，一般情況下第六

天會將引流管拔除，第七天拆線。觀察傷口變化、注意造瘻口的顏

色，（正常應為粉紅色或豬肝紅色），並學習造瘻口袋子更換方式。 

4. 尿管護理：保持導尿管密閉引流及通暢，可經常擠壓導尿管分叉

處，如導尿管排尿量減少、膀胱膨脹、下腹部劇痛、血尿變得較濃

稠時，請告訴醫護人員協助處理。 

5. 深呼吸、有效咳嗽及拍痰的動作，幫助肺部擴張，以避免術後肺

炎的發生。傷口在腹部周圍您可能不敢做這些動作，此時可協助以

手或枕頭適當的支托腹部。 

6. 飲食方面：手術後未排氣前需要禁食，排氣後醫師會評估腸蠕動

的情形，採少量多餐漸進式進食。膀胱全切術和尿路改道病患應避

免產氣食物，例如：韭菜、蘆筍及起司。 

7. 活動方面：手術後病人應多翻身及在情況許可下儘早下床，可促

進血循環、減少肺部感染及提早排氣，減少併發症的產生。 

 

 

居家護理照護 

 

1. 傷口照護：出院時醫師會開優碘照顧引流管的傷口，一天換藥一

次，傷口癒合結痂就不要再擦優碘，保持乾燥即可。注意傷口是否

有感染的徵象（如傷口處紅、腫、熱、痛）出現，注意體溫的變化

以及是否畏寒或體溫超過 38.5∘C，假如有這些現象出現，應趕快回

醫院診治。出院後一至二星期會預約回門診看傷口癒合情形。 

2. 尿液持續引流：若尿液滲漏、個人衛生不佳時容易造成尿路感

染；造瘻口集尿袋可用肥皂水及溫水清洗後重複使用，尿袋滲漏應

立即更換。應多攝取足夠的水分，酸化尿液，例如維他命 C 及進食

酸性食物和飲用蔓越梅果汁等降低尿路感染。選擇穿著寬鬆不會阻

礙尿液引流的衣服。 

3. 排尿：勿憋尿，觀察尿液的顏色及量，如尿液顏色是呈西瓜汁則

臥床休息，及避免可能的活動；當尿液顏色如蕃茄汁或有解尿困難

時，需立即掛急診處理。 



4. 飲水：每小時應攝取 150~200 ㏄之水份(包括湯、果汁)降低尿路

感染，且集中在晚上九點前以免影響睡眠。如要換造瘻袋之前避免

喝水、避免因尿流量大不易更換造瘻袋。 

5. 飲食：避免攝食容易發生產氣食物與口香糖。手術後為避免便秘

因腹部用力牽引傷口痛，應多吃蔬菜、水果等高纖維之食物。若便

祕可服輕瀉劑，避免不必要的灌腸。此外可正常飲食，無特殊禁忌。 

6. 活動：三個月內勿做劇烈運動及提重物，避免手術部位的牽引

痛、開車及粗重的工作。 

7. 個人衛生方面：傷口未完全癒合前傷口不要泡水，可採淋浴方

式，或貼防水膠布。 

8. 性生活方面：六週後，依個人體能恢復狀況而定，返家後若有性

功能障礙(無法勃起)，回診時可與醫師討論。。 

9. 迴腸膀胱：有導尿管者需按醫師指示，做沖洗之動作以避免阻

塞。或於解尿時，做腹部按摩以增加迴腸膀胱之排空。 

 

 

膀胱癌的營養照護 

 

膀胱癌患者需要攝取均衡且足夠的營養，因為良好的營養狀況，不

只能提供足夠的體力支持長期的治療（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同時

會加強治療的效果。 

 

營養照護的目的： 

1.預防體重減輕或避免體重減輕過多。  

2.修補因治療所產生的損傷，促進新組織的建造。  

3.增加患者對各種治療的接受能力，及對感染的抵抗力。  

4.減輕治療引起之副作用及預防因營養不良引起的併發症。  

5.使病患感覺較舒暢、體力較充沛。 

  

一般飲食原則： 

1.採用均衡營養的飲食，根據自己的狀況及熱量需求，攝取自己適合

的飲食，以維持良好的營養，保持體重及增強抵抗力。  

2.在治療期間，依各人對治療反應程度的不同，應請教營養師適時作

飲食上的調整，以免造成營養不良。  

3.不可聽信偏方造成飲食不當，引起營養不良。  

4.因攝食量不足，造成體重嚴重減輕時，應請教營養師適時的補充商

業配方，若攝食量仍不足，則需採用管灌或靜脈營養補充。  

5.定期回醫院作追蹤檢查，如有任何營養問題，應請教營養師。 

  

飲食注意事項： 

1.多攝取水分，以降低尿路感染。 

2.增加高纖維食物的攝取，如：水果、蔬菜及全穀類。 

3.避免高溫油炸及高脂肪飲食。  

4.多選擇新鮮及自然食物，少食用鹽醃、煙燻、碳烤或加亞硝酸製備

的食物。   

9.避免吃發霉的食物。  

10.避免酗酒。 

 

飲食改善方法： 

症狀 飲食改善方法 

食慾不振 少量多餐（提供高熱量的點心或飲料）。變化烹煮方

法，注意色香味調配。保持愉快的進餐心情、提供輕

鬆的進餐環境。做適度的活動及食用少許開胃食物。

避免患者自己烹調油膩的食物。 

噁心嘔吐 飲用清淡、冰涼的飲料。 



避免太甜或太油的食物。 

避免冷、熱食物同時攝取。 

少量多餐，避免空腹。 

注意水分及電解質的平衡。 

味覺改變 烹調時添加些許糖或檸檬，以增加口感。 

避免苦味強的食物，如：芥菜。 

為增加肉類的接受性，烹調前可用調味料稍加醃漬。

多變化調味方式，找到自己較喜愛的口感。 

腹瀉 採用纖維少的食物，減少糞便體積。 

避免攝取過量油脂。 

注意水分及電解質的補充。 

排除可能引起腹瀉的心理因素。 

避免牛乳及乳製品。 

少量多餐。 

腹脹 避免食用易產氣的食物及粗糙多纖維的食物。 

正餐中不要喝太多湯汁及飲料。 

食口香糖，進食時勿講話以免吸入過多空氣。 

便秘 多選用含纖維質的蔬菜、水果及全榖類 

多喝水或果汁。 

放鬆緊張憂慮的情緒，並做適度的運動。 

養成良好的排便習慣。 

 

 

 

膀胱癌的心理調適 

---如何面對自己或親友罹患泌尿道腫瘤 

 

面對癌症，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很大的衝擊。不只是病患本身，身旁

的親友在診斷與治療的過程中，隨著病情的起伏，也都會經歷各種

情緒變化。除了勇敢的面對病情，積極的治療與追蹤之外，也要關

心患者與家屬的心情，以避免過度的負面情緒影響了治療反應和生

活品質。所幸，大部分的情緒反應都是正常的，下列是各時期常見

的情緒變化。 

 

一、診斷期： 

當確定診斷時，很多患者都會覺得震驚、難以接受；有些患者則是

感到麻木，或一切好像都不真實；有的病患則是經驗到極度的恐懼

不安或是沮喪；有些則是感到罪惡感或是羞愧。失眠、食慾減退、

緊張、注意力無法集中、容易受驚嚇等，都是常見的反應。有些病

患則持著「否認」的態度，無法相信這樣的診斷，因此而轉換多家

醫院的情形並不少見。 

 

二、治療期： 

癌症的治療本身就會帶來的壓力，例如手術的疼痛以及化學治療或

是放射線治療的副作用。有些病患對於失去他們的身體器官，例如

攝護腺，膀胱等，感到哀傷；也因為同時失去了當健康時擁有的工

作、社交活動、以及自由活動的能力，而感到心情低落。因治療帶

來的一些身體變化常會困擾患者，而使得病患對自己失去自信，變

得退縮封閉、不喜歡接觸人群。 

 

三、緩解期： 

當治療到一段落，病患接著面臨了復發的威脅。病患可能會擔心醫

師會不夠小心，或是追蹤間隔太久以至於不能早期發現腫瘤復發或

轉移；也會極度關心身體的健康狀況或任何的疼痛；當有症狀時，

病患會希望隨時找得到醫師；即使只是例行性的返診及追蹤檢查，



都可能讓病患有預期性焦慮。 

 

四、復發期： 

癌症的復發帶來相當大的壓力以及失望，因為病患通常會聯想到無

法治癒。病患將可能再經歷到無法置信，憤怒，焦慮等情緒反應，

而且更為強烈。隨著病情的惡化，有些病患會絕望的再找新的醫師，

新的治療法，甚至是另類療法。這時期憂鬱的心情是相當常見的。 

 

五、癌症末期： 

病患通常某個程度上會意識到疾病已不可挽回，並且預期死亡即將

到來。但是病患仍然會害怕被放棄，害怕失去身體的自主性以及尊

嚴，擔心疼痛無法控制等。也掛心未完的事業，家庭，子女，以及

面臨死亡未知的恐懼。 

 

除了上述的情緒變化外，有一些狀況是膀胱癌特有的： 

1. 手術可能會引起性功能以及泌尿功能障礙，造成的一些心理反應

與攝護腺癌是很相似的，病患與其配偶在這方面的困擾，都需要關

心。 

2. 造瘻口所帶來的身體形象改變、擔心有氣味等的問題，通常也是

男性患者較女性患者的調適能力較差，需要有多一點的協助。 

 

 

自己該如何調適 

1. 不要相信「癌症等於死亡」，現今的醫療已經使不少的癌症病患病

情穩定。 

2. 不要自責，認為是你自己不好才罹患了癌症，沒有人希望生病。 

3. 想想自己過去是以什麼方法面對困境，現在你也可以這樣做。例

如以前碰到困難，你會積極的向外求援，現在也應該這麼做。 

4. 以一天為單位來面對問題。有時想到目前的困難以及未知的未

來，真的會讓人喪氣，但是事實上病情可能隨時會有轉機，醫療的

技術也天天在發展，處理好眼前的問題，會讓自己隨時有機會，也

能讓自己更有信心而保持希望。 

5. 如果無法如大家的期望「保持樂觀的態度」，也不要覺得有罪惡

感。每個人的情緒有起伏是很正常的，再樂觀的人也有低潮的時候，

只要能夠在有困難時尋求協助就可以了。 

6. 找到一個你覺得願意傾聽、願意提供支持，而且你也覺得可以信

賴的醫療團隊。有疑問時隨時提出來，尋求專業解答，避免自己猜

測。 

7. 多與家人或親友聯繫溝通，這樣可以獲得支持，也可以讓他們有

關心你的機會。 

8. 心情極度惡劣，或是有一些揮之不去的負面想法時，一定要向親

友或是醫療團隊說出來，及早轉介心理衛生工作人員。 

9. 可以參加病友團體，別人的經驗，不管好壞，都可以作為參考。 

10. 考慮保持記筆記的習慣，有助於整理問題，避免遺漏。 

 

親友該如何面對 

雖然不是自己生病，但是你也可能經驗到和病患一樣的情緒變化，

甚至有可能更嚴重，特別是配偶，因為你的壓力一樣大，而且又不

能表露出來，擔心會影響病患。 

1. 所以你可能感到傷心，孤獨，茫然，對未來沒有安全感等等，是

很正常的。 

2. 而且會覺得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病患，也是正常的。 

3. 真誠以對。有時不知該如何說，可以把心中的感覺說出來，例如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但是我一定會陪著你找到方法」，或是「如果

有什麼我可以做的，請告訴我」。 

4. 陪著家人就醫，特別是重要的醫療決定，需要大家一起討論。 



5. 支持與鼓勵當然很好，但是應該避免過度樂觀或是空泛的安慰。 

6. 不要逃避或是阻止病患對其真實感受的告白，當病患提到較負面

的情緒時，傾聽，並試著去了解。 

7. 適當的幽默。 

8. 患者有所進步時，適時給予正向的回饋。 

9. 避免提供「聽來的」醫療資訊，以免造成病患的困擾。 

10. 陪伴。特別在疾病末期，你的出現，常常比說什麼來的重要。 

11. 親友之間也要互相支持鼓勵，有些話的確不宜在病患面前說，但

不妨與其他家人朋友討論，可以減輕心理負擔。 

 

 

個案管理師的角色 

 

    基於以個案為中心之理念，本院癌症中心成立個案管理師，加

強溝通協調及適當運用照護資源，促進病患及家屬參與健康疾病自

我管理，進而達到持續性及整體性照護之目的與成效。 

個案管理是一種以病人為中心，整合醫療團隊的資源，加強溝通與

協調以達成品質改善的照護系統，由各相關醫療人員組成並參與照

護，包括醫師、護理人員、藥師、營養師、社工及其他醫療小組成

員，定期討論、共同計劃、推展、執行和評值。其團隊成員中設有

個案管理師一職，負責病患診療全程管理及追蹤記錄，加強溝通協

調，整合醫療團隊資源，減少各科間之意見分歧，並能有效運用醫

療資源，增加醫療處理的有效性及持續性，而使醫療團隊共同負起

執行醫療照護計劃的責任，達到預期的照護品質。同時在醫療團隊

中個案管理師負有監督功能，扮演健康照護系統之守門員及促進

者，確保所有照護活動都按照計劃進行，並確實完成，且密切監測

病患照護後的結果，運用個案管理照護準則建立個案檔案，以建立

相關統計資料並定期評值與提報，促使照護準則更符合病患需求以

確保照護之品質。 

 

個案管理師之成立，讓病患於發現罹患惡性腫瘤時，不再害怕獨自

面對醫院陌生的環境與艱澀的醫學名詞，從一開始醫師診斷後之否

認期至治療後之接受期，從住院到出院之醫療照護，乃至醫院治療

後而重返社區之持續性照護，進而至追蹤期，都有個案管理師主動

關懷，適時加入照護系統，並穿針引線於整個醫療團隊小組，即時

有效的運用醫療資源，促進照護流程之順暢，以提供病患優質的健

康管理與服務。 

為了達成與病患及其家屬即時及有效的溝通，每位個案管理師均有

醫院賦予之專線電話，使其成為病患與醫療團隊之溝通橋樑，讓病

患感覺醫療團隊隨時陪伴於旁，並有可諮詢的窗口與聯繫，讓病患

在治療過程中不感覺孤單，且更深具信心。 

 

而個案管理師依病患照護需求，以直接照護或電話訪談等方式，提

供必要的醫療服務，當面對新個案成立時或進入下一個療程、有合

併症、有嚴重程度情緒困擾、家庭互動障礙、自我照顧能力不足等，

個案管理師會以直接照護方式與病患接觸，向病患及家屬介紹醫療

團隊成員及相關資源，建立信賴的醫病關係，並對病患生理、心理、

社會、營養需求之評估，定期與病患及家屬說明治療準則、及各階

段之短程及長程目標，使其了解治療計畫、檢查過程、預定的住院

時間及天數，返家是否需要社區性持續照護，提供病患及家屬面對

診斷及治療時的情緒支持，並協同其他醫療團隊，提供病患及家屬

的照護活動及衛教指導，並與出院準備服務人員、社工、轉介服務

人員溝通與協調，提供患者最適合的轉介服務和資源之運用。而對

於未依計劃返院、拒絕或中斷治療者，個案管理師會採用電話訪談

方式予關心病患，了解其未持續治療之原因，提醒病患就醫並提供

必要之協助，以幫助病患重回其治療計劃。 



 

個案管理是一種共同合作的過程，以滿足個人健康需求及減少醫療

成本浪費且高品質的服務。而透過個案管理師之專業角色，癌症中

心期望發揮其管理、規劃、協調、溝通、評估、促成、照護及教育

的功能，並有效改善醫病關係，透過重視醫療的安全性及正確臨床

決策與管理，讓病患感到舒適滿意，達到醫療效益勝於風險，而讓

醫療傷害與紛爭降至最低，並期望以「多科整合協同運作模式」及

落實癌症照護醫療團隊中不同專科間合作、溝通與協調的機制，而

共同踏入以病人為中心之個案管理照護新紀元。 

 

 

腫瘤病患之社會資源介紹 

 

當一向順遂的人生，剎那間發生了大逆轉時，接下來的路該往哪裡

走？又該怎麼走下去？每一位腫瘤病患本身或家屬定面臨很大的心

理、生活、經濟層面的衝擊。然如何協助病患與家屬們透過相關資

源介入，使其能將這些衝擊轉化新的適應力量，增加疾病適應能力，

有品質的延續或面對生命，是每一位工作人員十分重視之課題。 

無論人或社會機構可提供物資服務，以維繫生活或成長發展者即稱

資源。以社會支持系統觀點而言，社會資源可分為： 

 

內在資源：一般個人潛力可謂之。如人格特質或家庭中的某些有助

於解決問題或滿足需要的特性。  

一、個人：知識、體力、態度、認知、健康狀況等…..。 

二、家庭：清楚的溝通能力、提供情緒支持、家庭成員忠程度等內

在資源…。 

 

外在資源：可提供物資或服務的人或機構，使個人、家庭維持合理

的生活品質、適應能力。其中又可分為非正式和正式資源二種。 

一、非正式組織：親戚、朋友、鄰居、志工均屬，沒有明文規定的

申請條件，服務內容較廣。 

二、正式資源：有經費來源或收費的機構或專業人士，他們依據政

策或相關法規明列出符合申請的條件以及服務的內容種類。可分為

政府與民間機構，前者由政府稅收支應，也受法律規範，如低收入

資格申請與補助內容。然民間資源多由募款捐助而來，但也有部分

服務需收費，並有正式政策或程序，如慈濟基金會(募款捐助)、彭婉

如基金會提供之家庭、家事服務(有部分服務需收費)。 

 

因考量坊間針對腫瘤病患、家屬之心理歷程與調適，多有相關探討、

琢磨，故在此不加敘述。以針對當家庭成員罹患疾病時，家庭生活

經濟改變之因應或可尋求之相關資源來論，此部分內容即為上述之

外在資源部份。 

 

一、非正式組織： 

由於罹患腫瘤或癌症病患及家屬之情緒反應極為複雜，且承受極大

之壓力，家庭也可能因此面臨角色的重整，甚至帶來家庭危機，此

時可透過轉介予社工，或坊間心理工作坊、工作室、協談中心尋求

協助。或者有宗教信仰者，可藉由教會、寺廟友人予以支持。 

另外將相同疾病之患者組織而成之團體，透過病友間之經驗交流、

彼此學習，達到助人與自助之目標，增加疾病適應。以本院現有癌

症團體為例：向日葵關懷聯誼會（乳癌）、玫瑰之友關懷聯誼會（腸

癌）、長頸鹿關懷聯誼會（兒癌）等團體，提供病患與家屬本身支持 

力量。此外本院以服務為己任，希望每位癌症病人在抗癌的路上能

護得更多更完善的資訊、資源及聯續性的照顧藉以改善生活的品質， 

故於本院病理大樓三樓增設之癌症資源中心—向陽小站，希望能提

供癌症病人更完善的資源利用。 



 

二、正式組織： 

 

（一）政府社會福利措施： 

 

1.低收入戶補助：（依據社會救助法訂定） 

（1）申請資格:全戶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標準於（新北市 低

於 14,358 元、台北市 低於 16,157 元、桃園市 低於 13,692 元，存款

每人每年不超過（新北市 75,000 元、台北市 150,000 元、桃園市 75,000

元），不動產部分（新北市 362 萬元、台北市 740 萬元、桃園市 360

萬元） 

（2）福利內容： 

◎生活輔助金：（包括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老人生活

津貼） 

◎健保費用及部分負擔減免 

◎住院期間臨時看護補助（各縣市規定不一） 

◎日用品平價提供 

◎房屋修繕 

◎子女就學學雜費補助 

◎生育補助 

2.急難救助申請資格：（依據社會救助法訂定） 

（1）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原因致生活限於困境者。 

（2）該縣市居民罹患重病或遭遇意外傷害，致生活陷於困難者。 

（3）該縣市居民死亡，家屬無力殮葬者。 

（4）其他縣市民眾缺乏車資無法返鄉，給予車資救助。 

3.身心障礙者福利措施：（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訂定） 

需經主治醫師評估，能否開立殘障手冊，方可申請以下之福利措施： 

（1）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2）所得稅部分減免優待—稅捐處、辦理 

（3）免徵汽車牌照稅（全戶一輛車）---監理所辦理 

（4）子女就學減免、補助學雜費（針對直系血親） 

（5）交通優待（半價） 

（6）公立休閒設施優待 

（7）全民健保自付保費補助（輕度障礙—補助健保費 1/4；中度障

礙—補助健保費 1/2；重度、極重度障礙全額補助） 

（8）托育養護、短期照顧補助 

（9）輔助器具補助 

4.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措施： 

（1）依教育部學產基金及難慰問金時施要點辦理 

〈2〉申請資格:有重大傷病卡，且子女為 25 歲以下，仍在就學中可  

     提出申請 

5.居家照顧：（與戶籍所在地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或長期照護中心提出

申請） 

由各縣市政府評估案主身心功能受損情形(ADLs評估)以致日常生活

需他人協助者。依據案主身心功能受損情形不同可申請不同時數之

照顧。 

（1）喘息服務：為短期的服務方式。依據家庭照顧者需要，由受有

訓練之喘息服務人員協助家庭照顧者照顧不便、失能之家人或長

者，讓照顧者可獲得短期休息與空間，服務種類有居家式、機構式

二種。 

（2）居家服務：為長期服務方式。由受過訓練的照顧服務員到府服

務，協助照顧家中有身體功能缺損或失能家人提供照顧、家事等服

務。 

（3）居家護理：病患返家後身上帶有鼻管、尿管、氣切管等，可轉

介居家護理，由居家護理師至家中進行基本護理，及教導家屬如何

照護。此項服務亦可向就醫之醫療院所提出申請。 



 

（二）、社會保險部分 

1.全民健保：疾病狀況符合健保局規定可申請重大傷病卡者，醫療

費用免部分負擔。如：癌症病患。 

2.勞保：一般勞工申請勞保給付內容有： 

（1）普通傷病給付：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疾病住院診療，不能

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住院日第四天起

至出院日，得請領普通傷病補助。補助金額按被保險人住院診療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以請領 6 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

加保險之年資已滿一年者，可增加給付 6 個月，前後合計共為一年。 

（2）殘廢給付：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疾病、職業傷害或罹患職

業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適合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

表規定之項目，並依醫師診斷為永久殘廢者，可請領殘廢補助費。

給付金額就被保險人身體各部位之殘廢程度，依勞工保險殘廢給付

標準所定，核定其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 

（3）死亡給付：被保險人死亡，按其死亡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發給 5 個月喪葬津貼。另被保險人因普通傷病死亡，按其死

亡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遺屬津貼（依投保年資長短

增加給付金額）。家屬死亡給付之喪葬津貼，案家屬死亡之當月起前

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依下列標準發給。 

◎父母或配偶死亡時，發給 3 個月津貼。 

◎年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放 2 個半月。 

◎未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放 1 個半月。 

（4）失蹤給付 

（5）職災給付 

（6）生育給付 

（7）老人給付 

3.農保： 

（1）殘廢給付：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疾病，經治療終止且症狀

固定（無法好轉）後，經就診醫師診斷為永久殘廢者，可請領殘廢

補助費。給付金額就被保險人身體各部位之殘廢程度，依殘廢給付

標準所定，核定其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 

（2）生育給付 

（3）老人給付 

 

三、民間機構 

 

1.就診之醫療院所： 

透過就診醫療單位之社工部門提出醫療費用或生活費用之補助需

求。社工人員會依據該服務單位之制訂補助標準依案家經濟情形評

估計算，案家是否符合其補助資格。另各醫療院所亦會定期舉辦相

關腫瘤疾病之座談會，供病患、家屬參加。 

2.各民間團體基金會、協會等： 

如慈濟功德會可給予經濟困難者急難救助、家扶中心提供貧困兒童

生活補助、安寧基金會提供相關安寧療護之照護訊息與相關配合單

位機構、希望協會則提供各類癌症衛教手冊或辦理醫療座談會供病

患、家屬、民眾參加。 

 

在入院期間病患與家屬欲了解相關社會資源，即可透過醫護人員轉

介至社服部門，請社工人員予以說明或提供。 

社會資源介入與結合即希望共同協助病患、家屬解決或調適經濟、

情緒、家庭等相關問題，以增進病患、家屬疾病適應及降低就醫障

礙，然因相關政府或民間機構福利措施繁多，如何了解與運用，進

而發揮資源最大使用功效，亦是目前社會福利中十分重要之議題。 

 

 



結語 

  

膀胱腫瘤的預後與腫瘤侵犯的分期有相當大的關聯，早期病人是經

由簡單的尿道腫瘤切除後，即有 30％不再復發；其他的患者經由仔

細的追蹤檢查治療後，其成效也非常好。 

由於膀胱腫瘤最多的表現就是血尿，所以不論是肉眼可見的血尿，

或尿中有潛血反應，都不可掉以輕心；潛血反應靠尿液檢查才能得

知，特別是從事高危險行業人士更需要定期篩檢，一旦潛血反應呈

陽性，最好接受進一步的檢查，以期在腫瘤症發生的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  

預防之道是避免危險因子或減少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中。戒煙是最主

要的方法，拒絕二手煙也是有助於減低危險因子。可能附有農藥的

食物要洗淨，每天應多喝水，尿量每天維持 2000cc 以上可減低致惡

性腫瘤物質在膀胱的濃度。揮發性化學物質盡量減少吸入。 

如果不幸罹患膀胱腫瘤，只要遵照醫囑、早日治療，就能減少復發、

以及達到良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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