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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耳炎？ 

 外耳道深處，隔著一層耳膜的內側即為中耳，裡面有三個聽小骨，負責將聲音傳導

到更深處的內耳。 

 中耳發炎是兒童最常見的細菌感染症之一。  

 2-3歲以下兒童最常發生中耳炎，未滿 3歲兒童有 80%以上至少得過一次中耳炎。 

 中耳炎如果未經適當處置，可能出現顱內感染等細菌併發症，也可能影響聽力。 

 兒童中耳炎除了發燒以外，大多沒有特殊症狀，部分有些抓耳朵、耳痛、耳鳴、聽

力受損、暈眩、耳部分泌物等症狀。 

 

為什麼會得到中耳炎？ 

 中耳與鼻咽部（鼻腔後部、口腔上方的部位）之間有一條鼻咽管連通，發生感冒等

鼻咽部感染的時候，鼻咽管可能發生阻塞，而使進入中耳的細菌造成感染。 

 中耳炎的好發因素：居住擁擠、衛生設備不足、營養不良、二手菸、顎裂等頭臉部

異常。 

 中耳炎的發生與耳朵進水、游泳無關。 

 

怎麼治療中耳炎？ 

 大部分中耳炎是細菌感染，一般需要使用口服抗生素治療。嚴重、有併發症或口服

抗生素療效不佳的中耳炎，有時需要住院使用注射抗生素。 

 一般急性中耳炎必須使用 10天抗生素，嚴重或慢性中耳炎必須延長治療時間，不

可提早停藥。 

 抗生素使用 2-3天後，宜回門診追蹤，以確定治療反應。 

 幼兒嚴重中耳炎、復發性中耳炎與治療效果不佳之中耳炎於抗生素療程結束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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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週後追蹤。年齡較大兒童之單次中耳炎，可考慮於 1個月後追蹤。 

 

怎麼預防中耳炎？ 

 幼兒常規接種的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與流感疫苗，可以減少相關病原引起的中耳

炎。 

 餵哺母乳，避免二手菸、三手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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