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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腸道構造及功能特點

寶寶腸道一般為身長的 5~7 倍（成人僅為 4 倍），或為坐高（頭頂至

坐骨結節的長度）的 10 倍。而小腸與大腸的比例也超過成人。新生兒小

腸與大腸比例為 6:1；嬰兒為 5:1；成人則為 4:1，這樣可以增加腸道消化

和吸收營養的面積，以滿足寶寶生長發育所需要的營養。

寶寶腸道的構造和大人腸道構造相同，包括小腸、大腸。腸道內有腸

液和腸道菌群。

小腸

營養的吸收器

腸液

促進食物

消化吸收

腸道菌群

維持腸道菌群平

衡，保持免疫功

能及腸道健康

肛門

糞便的出口

大腸

食 物 殘 渣 的

處理工廠

育兒專家提醒

媽媽瞭解寶寶腸道的構造，才能在寶寶出現胃

腸道不適時準確描述位置、表現等，有利於醫

生迅速判斷寶寶的疾病，及時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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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腸是吸收營養的主要場所

寶寶吃進去的食物，在胃裏完

成初步消化後，進入小腸。食物

在小腸裏被消化分解，並且大部

分營養物質經過小腸吸收，輸送

到全身各器官組織，保證寶寶健

康發育。

小腸的基本構造

小腸包括十二指腸、空腸和迴

腸三部分。

大腸是食物殘渣的處理工廠

食物經過寶寶的小腸後，消

化和吸收過程基本完成。而食物殘

渣、水和電解質會進入大腸，經過

進一步吸收水分，這些物質會變成

糞便排出體外。

在正常情況下，大腸中有很多

細菌，使食物殘渣腐敗和發酵，有

利於糞便排出體外，寶寶如果幾天

不大便就會引起不適，如便秘、腹

脹等。

大腸的基本構造

大腸主要包括盲腸、闌尾、結

腸、直腸、肛管五部分。

瞭解寶寶的腸胃  19

十 二 指 腸  分 泌 蛋 白 酶、 脂 肪

酶、 蔗 糖 酶、 麥 芽 糖 酶 等 多 種

消化酶，還分泌腸道激素。

空腸  位於小腸中間的部分。

迴 腸  含 有 豐 富 的 淋 巴， 主 要

用 來 吸 收 營 養， 也 是 小 腸 最 長

的部分。

盲腸

位 於 腹 部 的 右 下 方， 連 接 小 腸

和結腸。

闌尾

根部比較固定，連於盲腸的後內

側壁，遠端為遊離的盲端。

結腸

回 盲 括 約 肌 或 回 盲 瓣 到 直 腸 和

肛 門 的 部 分， 一 旦 消 化 的 食 物

進 入 這 裏， 表 明 身 體 所 需 營 養

吸收已進入尾聲。

直腸

位 於 盆 腔 後 部， 排 便 前 和 排 便

中是空的。

肛管

位 於 消 化 道 末 端， 控 制 糞 便 的

排泄。

有些寶寶的肚子看起來鼓鼓

的，但是並沒有甚麼不舒服，也沒

有其他症狀，這種情況屬正常。

容 易 造 成 寶 寶 消 化 不 良
或腹瀉的原因

小 腸 黏 膜 脆

弱， 腸 液 中 大

多 數 酶 含 量 較

低， 對 消 化 吸

收不利。

神 經 功 能 不 完

善， 腸 道 運 動

功 能 和 分 泌 消

化 液 的 功 能 易

受外界影響。

不 合 理

餵養。



腸液是營養轉化的「功臣」

寶寶能夠在腸道消化食物，不僅要依靠腸道的運動，還要靠腸液來完

成。腸液包括小腸液和大腸液，但大腸液主要成分為黏液、碳酸氫鹽及少

量的二肽酶和澱粉酶，對消化意義不大。而小腸液是指小腸黏膜腺分泌的

消化液，含有多種酶，能進一步消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等，對腸

道消化和吸收意義重大。

育兒專家提醒

大腸液由大腸黏膜表面的柱狀上皮細胞和杯狀細胞分

泌，pH 8.3~8.4，但對消化的作用不大，主要是通過黏

液蛋白保護腸壁黏膜和潤滑糞便，還能幫助糞便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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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腸液主要成分及作用

可 以 中 和 胃

酸，使十二指

腸內呈弱鹼環

境，為小腸內

多種消化酶提

供合適生存的

pH 環境。

能 溶 解 腸

壁 內 的 細

菌。

使 小 腸 免

受 有 害 抗

原 物 質 的

損害。

有 潤 滑 作

用， 保 護

腸 黏 膜 免

受 胃 酸 侵

蝕。

可 被 腸 致

活 酶 啟 動

為 具 有 活

性 的 胰 蛋

白 酶， 促

進 蛋 白 質

的 消 化 和

分解。

富 含 碳 酸 氫 離

子的分泌液
溶菌酶 鹼性黏液 胰蛋白酶原

免疫球蛋白A (IgA)、

免疫球蛋白 M (IgM)



腸道菌群是維持寶寶腸道健康的「保護神」

寶寶遇到細菌，媽媽的第一反應就是「殺菌」，好讓寶寶處於乾淨的

環境。如果媽媽這麼想，也這麼做了，那就錯了！因為腸道就是一個龐大

的菌群王國，生活着約 10 萬億個細菌，500~1000 個不同的種類。其中，

相當一部分細菌有利於維持人體部分消化功能及製造維他命，這部分細菌

是「殺不得」的，否則會影響寶寶的正常消化，不利於身體健康。

而腸道菌群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其中有益

菌參與食物的消化，促進腸道運動，抑制致病菌群的生長，分解有害和有

毒物質；有害菌會產生有害物質，減弱消化機能；中性菌會根據腸道環境

轉變而改變。

腸道菌群特性

中性菌

害？益？

有害菌

有益菌

正常情況下，腸道內三大菌群處於和平相處的狀態，菌群之間維持一

定的生態平衡。一旦這種生態平衡被打破，就會影響寶寶的消化功能，進

而導致寶寶生病。所以，維持腸道菌群的平衡有利於寶寶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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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腸道菌群是怎樣建立的

腸道菌群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會隨着年齡而變化。

輔食期

腸道菌群的平衡狀態受生活

方 式、 飲 食 習 慣 等 因 素 影

響而因人而異。

新生兒

母 乳 餵 養， 雙 歧 桿 菌 等 有

益菌佔絕對優勢。非母乳餵

養，大腸桿菌、嗜酸桿菌、

雙歧桿菌及腸球菌所佔

比例幾乎相等。

斷奶期

由於進食食物種類繁多，腸

道內出現更多菌群種類。

胎兒期

在 媽 媽 的 子 宮 內 處 於 無 菌

狀態。

那麼，寶寶出生後，腸道正常菌群是如何建立的？對寶寶健康有好處

的有益菌是通過哪些途徑進入寶寶身體？

新生兒的腸道是個開放的系統，對於有益菌和有害菌來說，誰先進來，

誰就佔據主導地位。如果有益菌先進來，且成為優勢菌，就為健康的腸道

菌群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果有害菌先進來，那可能是腸道菌群失調

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出生後幾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可能影響寶寶的一

生。

新生兒腸道有氧氣，只有好氧的細菌，如乳酸桿菌、雙歧桿菌等才能

立足。那麼，寶寶如何獲得這些有益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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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媽媽的產道裏

為 了 新 生 兒 腸 道 能 在 第 一 時 間

獲 得 有 益 菌， 健 康 孕 媽 媽 的 產

道 裏 會 分 泌 大 量 糖 原， 刺 激 乳

酸 桿 菌 生 長。 當 胎 兒 通 過 產 道

時， 全 身 會 塗 滿 有 益 菌， 有 益

菌 會 搶 先 進 入 口 腔， 有 益 菌 就

佔據優勢地位。

第三次：在媽媽的皮膚上

和 媽 媽 進 行 親 密 接 觸 也 是 寶 寶

獲得有益菌的一個重要途徑。

第二次：在媽媽的乳汁中

新 任 媽 媽 的 初 乳 中 有 大 量 的 益

菌，且每升初乳中 10~15 克的

天 然 益 生 元 可 以 促 進 有 益 菌 迅

速 成 長， 不 給 有 害 菌 太 多 立 足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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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腹瀉要立即用止瀉藥嗎？

寶寶腹瀉是細菌、病菌、真

菌、過敏等，對腸道黏膜刺激引起

的吸收減少或分泌物增多的一種現

象，它是腸道排泄廢物的一種自我

保護性反應，通過腹瀉將腸道有害

物質排出，所以，寶寶腹瀉並一定

是壞事。

治療寶寶腹瀉不能單純止瀉，因為寶

寶腹瀉時可能因過分失水造成脫水，

這時候如果僅僅止瀉，容易導致腸道

內細菌、病菌、毒素等滯留腸道。

如果這些有害物被腸道吸收，會對

寶寶腸道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如細菌性腸炎時，腸道內的細菌會

損傷腸黏膜，引起膿血便。若此時

止瀉，腸道內細菌、毒素留在體內，

可能引發毒血症或敗血症。

總之，寶寶腹瀉了並不一定是

壞事。腹瀉雖然能排出大量體液和

未被消化吸收的物質，容易造成急

性缺水和營養不良，但也會排出毒

素和有害細菌等。所以，寶寶腹瀉

時，媽媽在不刻意止瀉的前提下，

應做下面三件事。

1  注意預防和糾正脫水，可以讓

寶寶喝補液鹽水。

2  針對腹瀉原因適量用藥，要遵

從醫生指示。

3  及時補充礦物質和水，如喝小

米紅蘿蔔粥等。

寶寶腹瀉能否立即用抗生素？

細菌與人類是共生的關係，一個成人腸道中的細菌重量大概有 1.5 千

克，如果腸道沒有細菌，那麼腸胃功能就不能發揮作用。

一個嬰兒腸道中的有益菌群相對成人少很多，服用抗生素（包括媽媽

乳汁當中的抗生素）容易殺死大部分有益菌，造成寶寶腸道菌群紊亂，無

法消化食物而出現腹瀉。有研究表明，嬰兒早期服用抗生素導致寶寶增加

過敏、哮喘、肥胖、I 型糖尿病的發病率。

此外，如果寶寶服用一些抗生素，還可能造成藥物性耳聾。

所以要遵醫囑為寶寶用藥，不能擅自用藥，可不服用抗生素就不要服

用，不要把抗生素當作靈丹妙藥，動不動就「吃吃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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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腹瀉和非感染性腹瀉區別是甚麼？

寶寶腹瀉是因為腸道受刺激，導致腸道消化吸收能力下降，排出未消

化的食物。體內大量液體由身體內轉移到腸道，出現水樣便。腸道蠕動加

快，導致排便次數增多。腹瀉和發熱、咳嗽一樣，是一種症狀，而不是單

純的一種疾病。

細 菌、 病 毒

等 感 染 性 引 起

的腹瀉。

發 熱、 嘔 吐

後， 第 一 次 排 便

未必是腹瀉，但緊

接 着 就 會 出 現 腹

瀉。

往 往 發 熱 在

先， 且 多 伴 嘔

吐現象。

細菌感染

導致的

腹瀉

大 便 中 往 往 可

見 黏 液， 甚 至

膿 血 樣 物 質，

每 次 排 便 量 並

不多。

消化

不良

往往表現為大便中有

原始食物顆粒，沒有

發熱，偶有嘔吐。

過敏性

腹瀉

在進食一定食物數小

時至 1~2 天內出現，

會有反復，與進食明

顯相關。

氣候

原因

往往與天氣變化、改

變環境等因素有關。

食 源 性、 氣

候 等 非 感 染

性 因 素 引 起

的腹瀉。

大便檢查往往

正常，調整飲

食或改變環境

則可糾正。

往 往 為 稀 水 樣

大 便， 每 次 排

便 量 很 多， 容

易出現脫水。

病毒感染

導致的

腹瀉

對寶寶來說，無論哪種原因

引起的腹瀉，腸道黏膜都會受到損

傷。非感染性腹瀉損傷相對較輕，

但大便檢查也可能發現少許白血球

和紅血球。

對感染性腹瀉來說，大便檢測

除了較多白血球外，還有紅血球。

若以紅血球為主，很可能與食物過

敏等非感染性因素有關。

此外，必須辯證用藥，小心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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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寶寶是否脫水？

當寶寶出現急性腹瀉、嘔吐等時，很容易因此引起脫水。寶寶脫水的

臨床表現如下圖。

囟門凹陷

精神狀態

差或哭鬧

呼吸急促

皮膚彈性下降

體重迅速減輕

尿少或無尿

眼窩凹陷，

眼淚少或無淚
口腔黏膜乾燥

或舌面乾燥

育兒專家提醒

人們對「脫水」這個醫學名詞並不陌生，但一說到脫水，就有種驚慌失措的

感覺。根據重量計算，人體內水分約佔 60%。正常人通過飲水補充體液，通

過出汗、流淚、排尿流失體液，並以此保持體液的平衡。當體液水準正常時，

人體內血流速度穩定且有足夠的體液形成眼淚、唾液、汗液、尿液和糞便。

體液不足，就出現「脫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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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不同程度脫水的判斷要點

輕度 中度 重度

體液流失佔體重的 

比例（%）
3~5 5~10 ＞ 10

失水量（毫升 / 千克） 50 50~100 100~200

精神狀態 稍差 煩躁、易激怒 嗜睡或昏迷

囟門、眼窩 稍凹陷 凹陷 明顯凹陷

眼淚 有 減少 無

口腔黏膜 稍乾 乾燥 極乾

皮膚彈性 好 差 極差

呼吸 正常 深，也可快 深和快

尿量 稍減少 明顯減少 無

休克 無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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