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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來了 認識月經大補帖 

愛群中西醫診所 陳建霖醫師 

三軍總醫院婦產部 張芳維主任 

臺灣健康營養教育推廣協會 林雅恩理事長 

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龍芝寧主任 

 

一、為什麼有月經 

月經是一個女性進入青春期的正常生理現象，是女性生育功能與發育成熟的

重要指標，指子宮受到體內荷爾蒙的刺激，產生週期性子宮內膜剝落排出的現象。

卵巢每月排出一個成熟的卵（排卵），荷爾蒙分泌使子宮內膜增長，卵子由輸卵

管擷取後若未受精成胚胎並在子宮著床，則黃體會退化，此時子宮內膜將會剝落、

出血，由陰道排出，形成月經，荷爾蒙不再分泌。 

 

初經年齡大部分約在 11 至 16 歲，停經年齡則約在 44 至 54 歲，月經的特徵

是經血稀稠適中，伴隨的症狀包含輕微腹脹、腰酸、乳脹，情緒不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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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經期間子宮內膜、卵巢濾泡與內分泌的變化 

進入青春期時，卵巢內數十萬個原始濾泡中，每個月會讓數個濾泡成熟，其

中會讓一個長成最大，破裂後使其內之卵子排出即為排卵。 

 
濾泡成長過程中，其細胞會分泌雌激素，又稱為動情素，使子宮內膜增長，

稱為增殖期。排卵後殘留之濾泡形成黃體，除分泌雌激素，另外可分泌黃體素使

子宮內膜富有血管及腺體，提供胚胎舒適的著床與成長環境，相當於子宮的分泌

期。 

排卵後，黃體素分泌會刺激後腦之體溫調節中心，因此基礎體溫就會上升至

一水準。上升的體溫持續約兩周，直到月經來潮，體溫又會下降。若發生懷孕，

則黃體不會退化，體溫則持續維持在高溫之水準，月經也不會來潮直至懷孕終止。

女性若無排卵，則基礎體溫沒有高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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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經與女性荷爾蒙相遇 

月經週期與許多荷爾蒙的調節有關，包含女性荷爾蒙的雌激素、黃體素，而

月經週期的變化對身體來說就是一種壓力，因此也包含處理壓力有關的荷爾蒙，

如皮質酮、胰島素和甲狀腺素等。此外，吸菸、熬夜、情緒、減重過度、劇烈運

動、生病、慢性發炎、藥物都可能影響女性荷爾蒙分泌，進而改變月經週期。 

雖然月經對某些女性可能帶來不適或困擾，但它代表著女性身體運作正常，

也是女性獨特的生理表現。當生殖系統出現問題時，其他系統也可能正受到損害，

因此也可以反映其他系統的功能和平衡，而月經的益處包括： 

 生殖能力：月經是女性生殖系統正常運作的一部分，身體已準備好具備懷

孕和繁衍後代的功能。 

 良好健康訊號：月經週期的運作可以反映出女性身體的健康狀態。月經週

期的長短和規律性、經血量的多寡等都可以提供身體是否健康的訊息，也

可反映女性荷爾蒙是否調節適當，包括對身體脂肪的分佈和肌肉量的影

響，進而造成體重和身體形態的變化。 

 荷爾蒙平衡：月經週期是由一系列荷爾蒙變化所調節，包括雌激素和黃體

素。這些荷爾蒙的平衡對於女性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當荷爾蒙處於平衡

狀態時，會感覺比較有精神、活力充沛、睡眠品質佳，對情緒的調節也比

較好。反之，當女性荷爾蒙調節不良或分泌能力出現問題時，可能影響甲

狀腺素和腎上腺素的分泌和代謝，進而影響壓力反應和情緒調節。 

 維持骨骼強健：骨質的新陳代謝及週轉率受到許多荷爾蒙的影響，包括女

性荷爾蒙、甲狀腺素、副甲狀腺素等。如雌激素對骨骼健康發揮重要作用，

有助於預防骨質疏鬆，停經女性的骨質密度會顯著下降，增加骨質疏鬆的

風險。 

 保持心臟健康：雌激素可保持心血管健康，有助於血壓穩定，雌激素濃度

降低與罹患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相關。 

 緩解不安情緒：荷爾蒙處於平衡時，對情緒的調節比較好，有部分女性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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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月經的到來，可以帶來某些程度的身心舒緩和釋放，有助於緩解壓力和

情緒。 

 

四、月經自我觀察 

 月經週期：為經血排出的第 1 天至下次經血排出前 1 天的總天數，正常的月

經週期通常是 21 至 35 天，規律一個月一次，經量每次都差不多，經期持續時

間因人而異，月經期維持 2 至 6 天皆算正常。 

 經期血量：一次月經期之總經血量約 20 至 60 毫升，有量多和量少的日子，通

常第 1 天的量較少，第 2 天量變多，到了第 3 天又逐漸減少。 

 經血顏色：主要成分是血液與子宮內膜的碎片，顏色可能是暗紅、鮮紅、粉紅、

黑棕色等。 

 暗紅、鮮紅：一般經血 

 粉紅：經血量較少 

 黑棕色：子宮收縮不良，經血停滯，被氧化後才排出 

 可用記事本或手機 APP 持續記錄 6 個週期以上，據此預測月經來潮日。 

 計算三步驟： 

1. 記錄月經週期日期。 

2. 計算月經週期天數：上次月經 1/1 來這次月經 1/29 來，月經週期天數就

是 28 天。 

3. 推算下次月經週期來潮日：月經來潮的日子推估是 1/29+28 天=2/26。可

推算下一週期的月經來潮日，便於早期發現懷孕或月經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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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經自我記錄 

仔細做好經期的紀錄，掌握自己的生理週期，了解自己的身體變化，為月經

的來臨，做好身心健康的準備。 

 一般月經週期為     天 

 這次月經來潮日是 □提早     天   □符合週期   □晚到     天 

 月經出血第一天為     月     日 

 經血完全乾淨為     月     日 

 經血量最多的是第     天 

 經血量：□量少   □適量   □量多 

 經血顏色：□正常   □異常（說明：                      ） 

 經期來之前的身心感受：       （不適症狀：                     ） 

 月經期間經痛情形： 

觀察月經變化要點： 

 經期是否規則：月經次數過多或過少、月經期是否過長、月經週期前後是

否異常出血、次發性無月經（可能原因是泌乳素過高、子宮壁沾黏、營養

不良、服用藥物）。 

 經血：量是否過多或過少、經血顏色和氣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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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期寶典 

1. 經期不規則時該怎麼辦 
為什麼月經不太規律，有時會突然來，有時會過很久都還沒來呢？ 

答：如果沒有懷孕的可能性，可能是壓力太大、情緒不穩定等原因（例如：

準備重要的考試、遭遇突發或意外事件等），影響荷爾蒙的分泌，導致經期失調

紊亂。經期異常的情形包含以下狀況： 

 月經次數過多：月經週期短於 21 天，可能因為荷爾蒙失調、器官性疾病

等原因導致。 

 月經次數過少：月經週期約 2~3 個月才一次，或一年內才幾次，可能因為

不排卵造成，或是因情緒不穩定、工作壓力及其他疾病導致。 

 月經期過長：月經量正常，但經期超過 7 天以上，會造成失血過多，引發

貧血，可能因為子宮功能失調出血、器官性疾病等原因導致。 

 月經週期前或後異常出血：可能因荷爾蒙機能不足或過高。 

當月經長時間沒來（例如：2 個月），建議可尋求婦產科醫師協助，了解自己

健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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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經血異常時該怎麼辦 

月經偶有小血塊是正常現象，一般不需要太過擔心，血塊數量太多，且尺寸

太大（約大於 5 元硬幣），有疼痛的情況，應循經痛保健方式，自我保健。經血

異常的情形包含以下狀況： 

 月經量過多：月經周期正常，但月經量多，一小時內要更換 2~3 塊衛生

棉，可能因為子宮腺性瘤、子宮內膜息肉及子宮內膜過度增生等原因導致。 

 月經量過少：經期只有 1~2 天，且月經量少，可能因為子宮腔沾黏(子宮

手術併發症)、長期服用口服避孕藥物、甲狀腺機能異常等原因導致。 

 經血帶有灰色、橘紅色或黃綠色，可能表示陰道有感染病菌發炎，異常時，

通常會伴隨發燒與疼痛、搔癢、有異味等症狀。 

以上有異常，均需就醫檢查、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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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期來之前有什麼不舒服的症狀 

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經期前約 1 週左右出現身心不適

的症狀，在月經開始後就會消失，症狀從輕微到嚴重不等，有影響生活作息情況，

可就醫評估。 
 生理症狀：腹脹、粉刺、消化不良（含便祕、腹瀉）、體重增加、乳房壓

痛或腫脹、關節或肌肉疼痛、疲倦、頭痛和偏頭痛、潮熱或出汗。 

 心理症狀：抑鬱和情緒低落、自尊和自信下降、注意力不集中、記憶力減

退、孤獨和偏執、焦慮、煩躁、情緒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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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期身心好 chill 
經期自我保健包含以下幾點建議： 

 食 

由於經期的失血，在經淨後能適當地食用補血的食品，有助於體能的恢復，如

果疲勞乏力感較甚，也應適當地食用能補氣的食品藥膳（補血的藥膳是四物湯，

補氣的是四君子湯，或服用黃耆紅棗等）。目前沒有直接人體實驗證據顯示吃

冰會增加經痛程度。然而動物實驗中發現，溫度會影響子宮在月經來潮時的收

縮情況。研究人員觀察到高溫會減緩子宮的收縮強度，但增加收縮頻率；相反，

低溫或冰冷會增加子宮的收縮強度，甚至可能導致半痙攣狀態，同時降低收縮

頻率，也可能會使經痛變得更嚴重，因此建議經期間減少或避免冰冷食物。刺

激性食物，可能會引起腸胃不適，連帶加重經期間腹部不適的狀況，因此建議

經期間酌量或避免食用。也避免菸、酒及咖啡因，咖啡因雖有輕微止痛效用，

但也會增加營養素的流失。研究顯示咖啡因攝取可能加重經前症候群的症狀，

因此建議注意經期間的咖啡因攝取量。 

 

 衣 

穿寬大舒服的衣物、減少腹部的壓迫感。 

 住 

寒冷會造成血管的收縮，增加經痛的機率。所以在寒冷的氣候、寒冷的環境要

適當地保暖，例如適時添加衣物，保持環境的暖和舒適等。炎熱會造成血管的

擴張，也就是增加局部的充血，使出血增加，所以過熱的氣候與環境也應適當

地避免。 

 行 

選用合適的生理用品，讓日常行動、運動都能自在。 

 育 

學習經期保健及衛生防護相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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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 

保持心情愉快，紓解壓力，正常作息，勿熬夜、勿過勞。勞累常會造成身體的

疲勞感、乏力感，也就是中醫所謂的氣虛。血虛的情況就常伴有氣虛的狀態，

過勞常會加重氣虛的程度。氣虛容易造成兩種情況，一是抵抗力不好，一是子

宮收縮無力，易造成經血的出血量多或是經期延長。 

 

5. ①經痛哪裡來，如何不忍痛？ 
依據教育部 106 學年度至 110 學年度大專校院大學部新生健康檢查資料統

計結果顯示，有經痛情況的女學生介於 76.23%至 76.73%間。在月經來潮前後會

小腹疼痛，有時會痛到臀部，甚至劇痛暈倒，稱為經痛或痛經。有些人會出現嚴

重的背痛或大腿疼痛，有時會伴隨有噁心、嘔吐、腰部酸痛、頭昏、頭痛、腹瀉、

乳房腫脹或情緒不穩的症狀，嚴重時可能會臉色蒼白、冷汗淋漓、甚至昏厥。經

痛分為原發性經痛和續發性經痛。 

 

 原發性經痛：如果從月經一開始就有經痛，屬於原發性經痛，經期因子宮前列

腺素分泌增加，導致子宮強烈收縮，並非其他疾病造成的月經週期的疼痛，通

常較易出現在初經剛來時，或初經不久後開始，容易發生在身體瘦弱、精神抑

鬱、生活壓力大的女性，可藉由吃止痛藥或避孕藥來緩解疼痛。止痛藥無法改

善經痛，而且會影響工作或上課時，建議到學校保健室諮詢。其他非藥物治療

包括熱敷、適當飲食、按摩與中醫灸療。 

 續發性經痛：最常見的是子宮內膜異位症，尤其是子宮肌腺症，其他還有因骨

盆腔發炎、子宮或陰道結構異常導致月經阻塞（如：雙子宮併有雙陰道，但一

邊陰道閉鎖不通等），造成的月經週期疼痛，會持續到月經結束後幾天。可先

使用非類固醇抗發炎的止痛藥物治療，倘若效果不佳則考慮使用荷爾蒙治療

或手術等治療。 

有性行為的女性如果月經過期，骨盆腔疼痛伴隨可能有異常陰道出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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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有流產或子宮外孕可能性，應及早就醫檢查，避免子宮外孕囊胚破裂導致骨

盆內出血，嚴重時會有休克生命危險。 

藉由詳細的詢問病史及骨盆腔檢查，診斷是屬於原發性經痛還是續發性經痛，

但不管是原發性疼痛或續發性疼痛，最重要的治療原是發現經痛的原因而加以矯

正。 

 

5. ②經痛舒緩，飲食保健方法 
身體要能適時地調節這些經期相關的荷爾蒙反應，就需要許多營養素的支持。

尤其近年來研究發現，可能透過飲食型態調節慢性發炎而影響經期表現，包括月

經量、月經週期天數及頻率、經前症候群(PMS)、或排卵狀況，都可能和每天吃

的食物有關。 

 

 可以輔助身體調節荷爾蒙、抗發炎的食物種類 

 多樣不同彩色的蔬菜 

蔬菜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植化素、維生素、葉酸和鎂。蔬菜纖維有助腸道

細菌平衡且維持腸道蠕動正常，減少發炎反應。蔬菜是許多重要維生素與

礦物質的來源，對於保持荷爾蒙平衡非常重要，例如富含碘的紫菜海帶，

成人缺碘會導致甲狀腺功能失調，而導致月經不規則等狀況。 

 膳食纖維及維生素豐富的全穀雜糧類 

維持健康體重不可或缺的三大巨量營養素，包括醣類（複合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脂肪，是身體保底的重要基礎。不少女性會嘗試低碳水化合物的

飲食來減重，但不適當的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可能對月經周期帶來負面影響，

像是焦慮、失眠、脫髮、便秘、經期不規律等。因此建議要維持健康的月經

週期，每日應該攝取適當的碳水化合物，尤其以複合碳水化合物為主，例

如糙米、全麥麵包、地瓜、馬鈴薯等全穀雜糧類，可為身體提供能量之外，

還含有膳食纖維和澱粉，可為腸道內的有益細菌提供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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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量的豆魚蛋肉類食物 

這類食物主要提供蛋白質，為修復器官所需的營養素，對於維持肌肉組織

和維持荷爾蒙平衡至關重要。人類也從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中得到脂肪，脂

肪是雌激素和黃體酮的組成要素。體脂肪過低可能導致月經不規律或月經

量過多、經前症候群或無法排卵，應保持適當的體態。在選擇富含蛋白質

食物時，因其脂肪性質及含量的不同，建議優先選擇植物性蛋白質食物，

例如豆腐、豆干。可多選擇在地的水產食物，例如虱目魚、臺灣鯖魚、秋刀

魚等，因這些食物含有較多的多元不飽和脂肪酸，除了有助於維護心血管

健康，也能提供 Omega-3 多元不飽和脂肪酸和維生素 D 來支持身體抗發

炎。 

 

 補足經期可能流失或增加需求的重要營養素種類 

 鐵質 

經期失血會增加對鐵的需求，鐵有助於正常紅血球的形成，是構成血紅素

與肌紅素的重要成分，有助於氧氣的輸送與利用。主要食物來源包括：內

臟類、貝蛤類、紅肉（可多選用瘦肉）、鮪魚、豆類（大豆、黑豆等）、全穀

雜糧類（包括紅豆、大紅豆、扁豆、鷹嘴豆、豌豆、藜麥等）、蔬菜（包括

菠菜、綠花椰菜等深綠色蔬菜）。 

 維生素 C 

可幫助身體吸收鐵質，也能在飲食中增添抗氧化的力量，如芭樂、釋迦、柑

橘類水果、奇異果、草莓、木瓜、甜椒、綠花椰菜、芥藍、番茄等。 

 鋅 

鋅參與許多生理調節，與安定神經、修復組織有關，是經期中不可或缺的

營養素，可以從貝蛤類（例如牡蠣）、牛肉、堅果類等攝取。 

 

 可能影響荷爾蒙調節、促使身體發炎，建議避免或減少攝取的食物種類 

 添加糖/精製糖食物 

吃進過多的糖會增加胰島素的分泌，也可能造成脂肪堆積、體重增加和慢

性發炎。過多的胰島素可能會干擾卵巢運作，紊亂荷爾蒙的調節。無論是

果糖、葡萄糖、或是蔗糖，只要是屬於額外添加的單醣或雙醣類食物，像是

紅白砂糖、糖漿、方糖、冰糖、黑糖等，長期吃過量都可能打亂荷爾蒙調節

的步調。 

 過多促發炎的油脂食物 

選擇不當的油脂可能引起荷爾蒙紊亂和慢性發炎，包括過多的 Omega-6 脂

肪酸、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Omega-6 脂肪酸是身體正常代謝必須的營養

素，存在於大部分的植物油裡，像是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等植物油，或

蛋黃醬及沙拉醬中；飽和脂肪存在於動物性食物的脂肪中，像是猪油、牛

油、肥肉等; 反式脂肪則是存在於糕餅類、酥油、麵包類等點心零食中，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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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以這三種油脂為主要的飲食油脂來源，則可能造成發炎反應的趨向物

質增加、紊亂荷爾蒙的調節。 

 

經痛期的飲食管理，以均衡健康的飲食型態為主，如地中海飲食，包括以植

物性食物為基礎的高纖飲食為主，例如蔬菜、水果、全穀雜糧、豆類、堅果和種

子等，且建議脂肪量不超過總熱量的 30%，並留意下列食物及營養素的攝取： 

 適量的飲水：足夠的水分攝取有助於緩解水腫和促進血液循環，可能對經

痛有幫助。 

 Omega-3 脂肪酸：Omega-3 脂肪酸是一種健康的脂肪，具有抗發炎和抗

血小板聚集的作用，主要存在於魚類（例如鯖魚、鮭魚、沙丁魚）。 

 複合碳水化合物：多選擇複合碳水化合物，例如全穀類、糙米、燕麥等，

可以幫助平穩血糖，減少身體的發炎反應。 

 水果和蔬菜：多攝取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和抗氧化劑的水果和蔬菜，例如

芭樂、柑橘、菠菜、甘藍等，這些食物有助於緩解發炎。 

 維生素 B 群：維生素 B 群被認為對緩解經痛可能有幫助。維生素 B1 存

在於糙米、豆類等食物中，維生素 B6 存在於瘦肉、肝臟、甘藍菜、蛋豆

類、小麥胚芽、燕麥及花生等堅果類。 

 薑：薑被廣泛應用於中國和印度的傳統醫學中，被認為具有抗炎和止痛的

特性，能夠緩解經痛。可以將薑加入到茶、湯或料理中。 

 鈣：鈣是一種重要的礦物質，有助於維持肌肉和神經的正常功能。攝取足

夠的鈣可以幫助緩解經痛。鈣存在於乳製品、板豆腐、豆干、深綠葉蔬菜

及堅果等食物。 

 

某些食物可能會加重經痛期的症狀，應注意的食物包括： 

 避免攝取過多的咖啡因、酒精和高脂肪食物（例如炸物、可見脂肪等油花

肉品、烘培食物或零食等），這些食物可能干擾荷爾蒙調節、加劇經痛症

狀，和月經疼痛、經期延長、經血過多等不適症狀有關。 

 避免攝取過多的添加糖或精製糖，例如甜點、糕餅、含糖飲料等，這些食

物可能促使身體發炎更不舒服。 

 

均衡的飲食是荷爾蒙調節的重要基礎，建議經期間儘量以原型食物、溫熱型

態為主，少吃過度加工及寒涼的食品飲料，以減少不適當的飲食影響子宮的收縮

及經血的排出，引起經痛，如果有飲食方面的疑問，建議可尋求營養師協助。 

 

5. ③經痛舒緩，自我按摩調理 

經期的生理狀態，主要是經血流失使身體暫時處於失血的狀態，也就是中醫

所謂的血虛。身體的暫時血虛容易受外在病邪（如氣候溫度、濕度的變化）或內

在情緒的影響而造成身體不適，因此經期首要考慮的便是血虛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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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時，如果加上寒冷的刺激（如氣溫過冷、冰冷食品等），或情緒過度緊

張、抑鬱等，易造成子宮或局部韌帶、血管收縮過度，致血流不暢而形成中醫所

謂的血瘀證狀態。血瘀證的症狀，除了經血常夾帶有血塊外，也會產生月經的疼

痛。所以經期預防病邪的侵襲及血瘀證的產生，經後注重恢復「血虛」的狀態是

中醫經期養生保健的重點。 

引起經痛最常見的原因如下： 

 氣滯：以脹痛為主，包括胸部的脹痛，也常伴有血塊。造成的原因可能是情緒

的緊張、抑鬱、生悶氣等。經期時可以保持環境的舒適，如舒服的燈光、賞心

的畫作、悅耳的音樂、誘人的美食等，讓心情能放鬆，也可以飲用花茶、適當

的香料等，或按摩太衝穴、三陰交穴、合谷穴。 

 血瘀：以收縮痛、刺痛為主，常伴有血塊。造成的原因除了上述氣滯的情況外，

主要是寒。經痛時，可以適時熱敷小腹或食用溫暖的食品（如薑茶、熱巧克力

等），必要時也可以熱灸關元穴、三陰交穴。 

經痛自我按摩緩解方法如下： 

 經痛時可以自我按壓合谷穴、三陰交穴、太衝穴 

 關元穴位在子宮上方，建議只做熱敷，不做按壓 

 以合谷穴、三陰交穴、太衝穴穴位有被按壓感，至微有能忍受的痛感為止。1

個穴位，可反覆按壓約 1 分鐘，休息 30 分後，可以再按摩 1 次 

若經痛不會影響日常生活，可以在經期自我保養，但如果影響到日常生活、

工作與人際關係，建議就醫，依據醫師診斷、治療。 

 

6. 經期好好愛自己，健康防護 
 保持外陰部清潔，使用舒適的生理用品，並勤於更換。 

 採淋浴，避免盆浴、坐浴及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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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廁後要由前往後擦拭，以免將細菌帶入陰道，引發感染。 

 注意性行為時的衛生：月經期因子宮頸口微張開，陰道酸度減低，抵抗病菌能

力變弱，此時性行為易將病菌帶入，會增加感染的機會。 

 保持排泄通暢，減少骨盆充血，腹痛時可用熱水袋敷於下腹部或於月經來潮前

採彎腰及膝胸臥式。 

 月經期間，女性需要更多的休息和自我照顧，給予自己更多關愛和放鬆的時間，

也透過覺察月經的狀況，更了解身體情形，進而照護自身健康。 

 

 

七、什麼時候該就醫 

一般而言，反覆性骨盆腔疼痛，特別是在月經期間，大多會認為是經痛，如

果從月經一開始就有經痛，屬於原發性經痛，可藉由吃止痛藥或避孕藥來緩解疼

痛。經痛不僅需要服止痛藥，而且會影響工作或上課時，建議到學校保健室諮詢。 

若經痛是青春期後，越來越痛，可能要考慮有其他病症引起的次發性經痛，

如子宮內膜異位症、骨盆沾黏或發炎…等。當然如果是兩次月經中期疼痛，則要

考慮排卵痛，特別的是，如果有月經過期又有懷孕可能性，骨盆腔疼痛伴隨可能

有異常陰道出血，要小心有流產或子宮外孕可能性，要及早就醫檢查，避免子宮

外孕囊胚破裂導致骨盆內出血，嚴重時會有休克生命危險。 

如發現月經來潮時間過長（超過 10 天）、經血過多（月經第 3 天時仍須每 2

小時更換一次）、經血有異味、月經週期過長（2 個月以上）、月經週期過短（20

天以下）、持續腹痛、經痛服止痛藥可能沒效，而且嚴重影響工作或上課、每個

月的經痛有越來越厲害的趨勢等現象應就醫。 

經痛與骨盆腔疼痛應予以區隔，女性下腹痛可能不只是經痛，有可能是其他

疾病，那就需要就醫。急性骨盆腔疼痛須鑑別診斷骨盆腔腫塊、因外傷導致腹壁

血腫或是腹壁肌肉缺損導致疝氣，其他特殊骨盆腔疼痛如伴隨皮膚斑點的急性紫

質症、骨盆腔血栓靜脈炎、主動脈瘤與腹絞痛(Abdominal Angina)，也需要就醫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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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問題。 

婦科感染疾病如子宮內膜炎、骨盆腔炎症與卵巢輸卵管膿瘍等，或急性卵巢

輸卵管疾病如卵巢囊腫、腫瘤或出血與卵巢輸卵管扭轉，骨盆腔疼痛在月經期間

可能會加劇，屆時也需要就醫找出問題。 

泌尿系統如膀胱炎、腎盂腎炎或尿路結石…等或腸胃道系統如腸胃炎、盲腸

炎、腸阻塞、憩室炎與發炎性腸炎…等，因為疼痛位置靠近骨盆腔位置，易與經

痛混淆，若在非月經期間或月經結束後，仍有持續性骨盆腔疼痛，則須需要就醫

找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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