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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口香糖可以促進剖腹產
術後胃腸功能恢復嗎? 



前言1 

剖腹產率 35.5% (衛生福利部, 2016) 

剖腹產的麻醉及 PCA 影響腸胃功能 

術後常見腸胃道問題 

腹脹、腹痛、嘔吐、食慾不振….等 

可能增加住院時間 (Martin et al.,2015) 



前言2 
為促進剖腹產術後胃腸功能恢復，本單位於 

2017年5月，將實證結果(提早進食)運用於剖腹

產術後進食時間改善 

• 進食時間由術後24小時縮短為8小時 

• 未因提早進食產生不良合併症，且滿意度高 

腹脹情形仍普遍，臨床做法… 

嚼口香糖已經被證實是可以改善非產科腹部手

術後胃腸功能恢復(Safdari et al.,2011) 

是否也可以用於促進剖腹產術後腸胃功能恢復? 
痛 



文獻搜尋過程 
Search  
 

"caesarean section"  
   AND "gum"  
 Filters: Meta-Analysis 

不限語言及年代 
 
3篇符合主題 
Chewing gum for 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en et al. 
BMC Pregnancy Childbirth. 2017 
Apr 18;17(1):105.  
 
Chewing gum for enhancing early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Pereira et al.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6 
Oct 17;10:CD011562. Review. 

 PICO 最符合 
 發表年代最新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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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影響係數IF:1.493 

InCites JCR 期刊排名資料庫 –  
查詢期刊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 研究族群/問題(P): 

            剖腹生產 (cesarean section)後的婦女 

• 介入措施(I): 

            有咀嚼口香糖 

• 比較(C): 

            無咀嚼口香糖 

• 結果(O): 

 (主要) 術後首次排氣時間 

 (次要) 術後首次腸鳴音時間、排便時間 

                       感覺飢餓時間、噁心、嘔吐 

                       住院天數、產婦滿意度、腸阻塞發生率 

步驟1: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的問題為何？ 



•文獻搜尋超過二個主要的
資料庫等，並包括試驗登
錄資料。 
•關鍵字 (gum…..) 
•無語言及地理位置的限制 
•審查所有文獻的參考文獻
清單 
•兩位作者(AC, GS)獨立評估
了電子檢索和研究資格 
•與第三位評論員(VB)討論
差異 

FAITH P.1925 
步驟2:系統性文獻回顧的品質如何？ 



排除：早產、緊急剖腹產、子宮切除、
慢性疾病、高危險妊娠、產前出血、輸
血、術後進ICU、多胞胎、化療 

FAITH 
步驟2:系統性文獻回顧的品質如何？ 

P.1929 

大部分產婦是計畫性剖腹產 



使用PRISMA流程圖呈獻文獻篩
選過程： 
 150篇刪除重複的文獻餘135篇 
 其中117篇標題與摘要不符合餘18篇 
 其中1篇不包含全文無可用數據 
 最後納入17篇進行統合分析 

FAITH 
步驟2:系統性文獻回顧的品質如何？ 

P.1926 



地點 人數 開始 數量 時間 停止 飲食 下床 灌腸 麻醉 成果 曾經
C/S 

曾經
開腹 

P.1927 9
篇 

美國 

中國 

伊朗 

埃及 

土耳其 



P.1928 
地點 人數 開始 數量 時間 停止 飲食 下床 灌腸 麻醉 成果 曾經

C/S 
曾經
開腹 

8
篇 

菲律賓 

泰國 

奈及利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