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咳不癒
小心肺結核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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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咳嗽了將近兩個月，一直在附

近的診所治療，吃藥後症狀似乎好轉但

過不久又開始咳個不停，他還是以為只

是一般的感冒，直到痰中出現血絲才警

覺到不對勁，趕緊到醫院檢查。

醫師告訴王先生，胸部X光結果發現

右胸出現一個空洞，進一步痰液培養確

認是罹患了結核病，醫師同時要求與王

先生同住的家人也一起接受檢查。王先

生心想：「我怎麼會得到肺結核呢？」

「得病的是我，為什麼我的家人也要檢

查？」

為什麼肺結核會找上我？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約有

三分之一的人口已感染結核菌，其中以

東南亞及非洲占多數，國內根據行政院

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每年新增結核病病

例達一萬五千人，是所有法定傳染病之

最，每年結核病之死亡數約有一千五百

人。主要與愛滋病猖獗、藥物濫用、貧

窮、交通發達導致全球人口快速流動有

關。 
肺結核是由結核菌所產生的感染症，

主要是經由飛沫及空氣傳染，當肺結核

患者吐痰或在公共場所咳嗽、打噴嚏、

講話、唱歌、大笑時產生的飛沫會排

出結核菌，人們在吸入空氣中的飛沫，

藉由呼吸道通到正常的肺泡，而引發

感染。可分為「開放性」及「非開放

性」。開放性是指痰內含有結核菌，會

傳染給別人的患者；非開放性是指痰內

不含有結核菌，不會傳染給別人的患

者。肺結核不分種族、性別，在各個年

齡層都有可能發生。

感染肺結核的高危險群有：

1. 免疫能力較差者：慢性病如糖尿病、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等。

2.營養不良者。

3.居住在擁擠環境者。

4. 與開放性肺結核病人密切接觸者，此

為最危險之因素。

肺結核的症狀通常是不知不覺的，咳

嗽是最常見的呼吸道症狀，特別是超過

三週以上的咳嗽，二○○三年國內研究

發現有病患會以為是抽菸引起的咳嗽而

被忽略。初期患者通常沒有痰，但是當

您出現下列症狀時，應高度懷疑肺結核

文／王翠蘭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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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儘快就醫進行診斷評估：

(1)不明原因持續咳嗽三週以上。 
(2) 出現其他結核病症狀( 如胸痛、血

痰、夜間盜汗、發燒、畏寒、食慾

不振、體重降低或容易疲倦)。
(3)為結核病的高危險群。

(4)開放性結核病人的接觸者。

防範肺結核 您可以做到的是──

1. 認識結核病傳染方式及症狀，以便能

夠早期診斷及早期治療。

2. 凡年滿二十歲以上者，每年最好定期

做一次胸部X光檢查。

3. 保持居住環境整齊清潔，室內空氣流

通，避免過度擁擠，以減少疾病傳染

機會。

4. 少出入人多之公共場所，如KTV、溫

泉館，尤其嬰幼兒及體質較弱者、抵

抗力不足者，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5. 保持均衡飲食及攝取充分營養，補充

足夠的水分。

多運動健身，充足睡眠，保持抵抗力

最佳狀態，使病毒無機可乘。

卡介苗的接種：卡介苗的效果目前雖

仍有爭論，但它對小孩子結核性腦膜炎

及原發性病灶散播之預防效果卻是大家

所公認。一般而言，卡介苗的保護期可

達十到二十年。

高危險群病人必須仔細檢查是否受到

結核菌感染。 

咳三週快驗痰  勤服藥全都治

肺結核是可以被治癒的，二○○○年

研究指出肺結核病患若不治療，追蹤五

年，約有百分之五十死亡、百分之三十

靠自身免疫力轉為非開放性、百分之

二十依然維持開放性之傳染狀態。

如您或您週遭的人有不明原因久咳

三週以上時應提高警覺，平時您也應注

重咳嗽禮儀，如咳嗽時應用紙巾掩住口

鼻，或戴上口罩。

三月二十四日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

行政院衛生署曾推出「咳三週、快驗

痰、勤服藥、全都治」口號，是希望能

喚起民眾對肺結核的重

視，雖然肺結核的治療

療程長達六個月以上，

但早期就醫接受治療就

是杜絕肺結核最好的方

法喔！

花蓮慈院胸腔內科李仁智主任

在花東地區力行肺結核病防治

計畫有成，獲衛生署疾管局肯

定。圖為李主任率防治團隊至

社區進行「都治計畫」發藥服

務。攝影／游繡華



花東風景秀麗、地形特殊，往昔盛產

大理石，石材開鑿及相關產業曾經蓬勃

興盛長達數十年，許多民家內設置小型

石藝工作室，近年來則因限採大理石而

萎縮凋零，大型石材工廠改用進口石，

家庭工廠則漸漸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中。

石藝工作不再家戶可見，但是過去

從事石藝工作累積的沉痾卻一一浮出，

早已更換工作的石作勞工，面臨沉默的

職業病炸彈猛然引爆，只有在生活上增

添負擔，求助於民俗療法卻無法有效減

輕痛苦，石作勞工該如何注意自己的

健康？已卸任的石作業者如何了解自己

是否有職業病徵兆？卸職後才發現怎麼

辦？

病痛不是一天造成的

除了意外受傷與有毒化學物質接觸

外，職業疾病多半是慢性累積的，每天

只會有一點小小的症狀，時日一長，傷

害肌肉骨骼到一定程度後，會突然覺得

非常疼痛。勞工朋友平日會為家庭和生

計苦苦支撐，就算疲憊不適多半也咬牙

繼續工作，刻意地忽略身上的微小病

痛，一旦嚴重到難以忍受時，多半需要

手術、長期復健或服用止痛藥，然而它

的起因往往小到讓人忽略──沒有適當

的休息，工作當中沒有注意保護自己。

「那有什麼關係？腰酸背痛睡一覺就

好啦！」

「搬一下重的沒要緊啦！也不是每一

塊都這麼重嘛！」

因為工作造成的病痛，受影響的真

的只有「一下子」或「一天」嗎？工作

過程中不當動作造成的「累積性肌肉骨

骼疾病」，和一般運動造成的腰酸背痛

大不相同，它會繼續留在肌肉骨骼上，

直到有天身體承受不住就開始劇痛，因

為過去對身體發出的警告不以為意，許

多人到生活行動受限才想登門求醫，這

時候要付出的代價，除了休養一段時間

沒有收入之外，還有服藥、復健及生活

文／楊孝友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石作凋零
病痛崛起
石材處理業的職業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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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不便，遠不如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

石作常見之傷病

提到石作業職業病，大多會想到塵肺

症，然而在預防職業病觀念進步之下，

大多石作業者都會採用濕式工作、戴口

罩，粉塵危害減低不少，那麼石作業的

工作過程中還有沒有其他的職業傷病風

險呢？以下將提出幾個實例介紹。

(一) 工作姿勢不良、過度搬抬重

物及振動導致下背痛、椎間

盤突出

石作業不只是裁切、大型雕刻，還

有小型石藝品如花瓶、酒杯、罈子、

罐子、擺飾等等，小型產品需要手工來

控制品質和減少瑕疵，為了讓成品能夠

增色，勞工付出大量的時間、勞心勞力

之下，多有久坐操作雕刻具和磨台、久

站操作車床的習慣，一天工作八小時幾

乎沒有離開工作崗位，很容易形成下背

痛。

處理石材的過程中免不了要搬運石

塊，然而對重物不當施力，如強行搬

運自己所不能負擔的重量、搬運的姿勢

屬於身體要彎向一邊或重量不平均，比

起普通的搬抬動作更容易使腰部受損，

例如：每天搬運三十公斤的重物超過工

作時間三分之一以上、在搬運或抬舉工

作必要物品時，前傾身體、扭轉驅幹大

約一小時裡超過十五次、工作時間中久

站或久坐、屈身每天長達四小時以上，

這些都是容易誘發下背痛發生的危險因

素，如果已從事該工作達十年以上，更

是高危險群。

「職業性腰椎間盤突出」是東部地

區常見的職業病，舉凡搬抬重物（大

於二十公斤）、工作過程中反覆扭腰

（例如將一重物抬起後，轉身再放到

另一處）、久坐、以及全身振動工作

（例如砂石車、公車、堆高車駕駛）、

及腰部不對稱施力等都是罹患疾病的

高危險群。張先生從事家庭石雕藝品

已經三十五年，工作十餘年

後，便開始有腰酸背痛的情

形，卻還是每天忙於工作，

沒有撥空安排就醫，直到這

一、兩年來，因背疼痛難忍

及雙腿麻痛情形，開始針灸

治療，卻始終沒有改善。經

職業病醫師實地訪視工作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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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蹲坐，使用振動手工具都是

容易誘發下背痛及椎間盤突出的職

業因素。



場流程後，發現張先生工作姿勢不良、

需長期搬抬重達四十到八十公斤不等的

石塊，並整天蹲坐彎腰研磨石材。經職

業病醫師診斷為長期工作累積造成「職

業性椎間盤突出」後，患者接受醫師建

議，由改善搬運重物方法及調整工作姿

勢做起，並接受復健治療，目前已逐漸

恢復。

每天徒手搬運沉重石塊，容易累積成

職業性下背痛。

(二) 手部長期用力造成腕隧道症

候群

研磨石材所使用的機具，如磨台、車

床、電動雕刻工具、鑽頭等震動機械，

以及手腕長時間抓握動作，例如雕刻或

鑲嵌工作，是導致「職業性腕隧道症候

群」的常見原因。患者會有手掌麻痛、

針刺感。嚴重時會在晚上睡覺時因疼痛

或麻痺而醒來，冬天、騎機車、或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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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徒手搬運沉重石塊，容易累積成職業性下背痛。

將砂紙抵在回轉的半成品上，振動會傳到手腕及

臂。



腕反覆用力之工作後容易發作。

「醫生，我磨石杯磨了三十幾冬，十

年前就覺得手麻，晚上還會麻到醒來，

我的指頭也磨歪了，這是不是職業病

啊？」 連女士與先生一起從事石藝品

磨製工作已經有三十多年，先生負責將

大塊的石材裁切成小塊並粗磨成酒杯雛

型，再由太太負責將粗胚打磨，成為漂

亮的小酒杯。像這種家庭式的小工廠，

在花蓮占很大的比例。經職業病醫師安

排檢查，並現場實際了解其工作流程，

患者工作內容需將石材磨細、磨光，並

雙手用力將砂紙緊抵在磨台上正在旋轉

的石材表面。長時間腕部反覆性動作及

震動，是造成「職業性腕隧道症候群」

的主要原因。除接受復健外，職病中心

也提供「防震手套」，以減低磨製過程

產生的震動。

(三)難以發現的聽力損失

張先生從事石材加工的車床與切鋸

工作三十一年，過去三十年來，每天暴

露在噪音當中，從沒使用耳塞或耳罩，

兩年前，他在工作告一段落時突然覺得

耳朵嗡嗡作響，但沒有立刻就醫，直到

一年前去醫院檢查，才發現聽力受損嚴

重，幾乎聽不到聲音了。經職業病醫師

協助實際測量工作現場噪音分貝數，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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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內一定要確實佩戴耳罩以預防噪音對聽力的傷害。



認該工作是已屬法規認定之噪音危害作

業，並建議需確實配戴耳罩，個案才恍

然大悟：「我每天都做八到九小時吶！

以前都沒想到做這行會做到完全聽不

到！」

職場安全要注意

石作常見危害因子包括「噪音」、

「振動」、「粉塵」、「使用高耗電機

具卻沒有加裝漏電斷路器」、「使用化

學溶劑與硬化劑」，也常因搬抬重物的

不當用力在工作過程中造成腰部及脊椎

受傷，大多數人會把平常環繞周圍的危

害因子視為慣常。

職業病的治療，大致能紓解、控制

疼痛，但若無法從工作流程做改善，通

常不易根治，因此工作場所的安全防護

就更重要，才不致於使辛苦半輩子的養

老金全都拿去繳醫藥費，簡單的防護，

就能降低罹患職業病的風險，例如：每

隔一小時離開機器起來走動、、伸展身

體；噪音作業應當佩帶耳塞或耳罩；搬

抬重物盡量兩人一起搬抬，使用板車減

少徒手搬運的距離；佩戴護目鏡和口罩

以避免飛濺的小碎片及混著石頭粉末的

水滴進入眼睛及口鼻；使用化學物或稀

釋溶液、接觸石塊時記得戴上手套避免

被稜角割傷及過敏；作業中為減少粉塵

會灑水使地面和工作檯潮溼並配戴防塵

口罩、為避免機器漏電發生危險要記得

加裝漏電斷路器，定期更換護具，檢查

設備是否破損，保持通風明亮，這些都

很容易實施，「預防勝於治療」能有效

降低職場意外與職業病發生。

勞工權益莫忽視

勞工朋友不用擔心為治療職業傷病

無法上班、收入減少期間將經濟困難，

若經醫師診治認定為職業傷病，之前因

職業傷病就醫、住院的費用可以申請核

退；治療期間也可以向勞保局申請薪資

補償──職災傷病給付，凡經診斷為職

業疾病的勞工朋友，持「勞工保險職業

傷病門診單」就醫、復健免部份負擔，

而勞工從事的工作若是屬於對健康有害

之工作，例如粉塵作業、噪音作業、或

有機溶劑暴露，亦可享有勞保每年一次

的免費健康檢查，請不要忽視自己的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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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職業醫學科楊孝友醫師提醒勞工朋友，

每年一次的勞保免費健康檢查，記得好好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