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輕族群大腸癌與大腸瘜肉 
認知調查報告 

大腸癌防治宣導活動  

主講人: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台北萬芳醫院副院長 

賴基銘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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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大腸癌好發年齡層為50歲以上，但大腸癌從異常病

變癌化為癌症，通常需要10~15年的時間，如能及早發現大

腸瘜肉並切除可大幅降低罹患大腸癌風險。 

 

 事實上年輕族群的大腸癌發生率快速增加，近20年來約

成長1.6~1.7倍，已引起醫界的重視。因此，為了解年輕人對

瘜肉的認知，台灣癌症基金會針對全台22-49歲上班族透過

「大腸癌與大腸瘜肉認知調查」，了解受訪者的生活習慣與

對大腸癌、瘜肉防治的資訊與認知度，同時盼提醒上班族對

瘜肉問題的重視，並將正確的衛教資訊傳遞給國人。 



台灣年輕族群大腸癌發生率(20-49歲) 

年齡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民國80-
84年 

1.32  2.51  4.39  7.85  13.60  21.72  

民國95-
99年 

1.18  3.09  7.56  12.69  20.43  36.55  

成長比 0.89  1.23  1.72  1.62 1.50  1.68  

年齡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民國80-
84年 

1.21  2.07  4.73  7.65  12.13  20.92  

民國95-
99年 

0.80  3.50  6.70  12.21  19.70  33.87  

成長比 0.66  1.69  1.42  1.60  1.62  1.62  

女性 

男性 

男性 

女性 

• 近20年來，男女性年輕族群之大腸癌發生率皆有明顯增加之
趨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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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長族群大腸癌發生率(50-79歲) 

年齡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75-79 

民國80-
84年 

36.76  60.03  96.95  119.61  159.56  197.84  

民國95-
99年 

70.64  112.98  179.18  256.43  320.88  387.34  

成長比 1.92  1.88  1.85 2.14  2.01 1.96 

年齡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75-79 

民國80-
84年 

36.36  52.38  75.97  104.57  123.89  155.13  

民國95-
99年 

55.13  79.78  110.46  157.83  207.84  265.05  

成長比 1.52 1.52 1.45 1.51 1.68 1.71 

女性 

男性 

男性 

女性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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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歲 
(9.82%) 

大腸癌認知調查 
調查對象:22-49歲之上班族 
調查時間:104年2月11日(三)至2月13日(五) 
調查參與人數:有效樣本數1,102份 

女 

52% 

男 

48% 

調查者性別 

調查者居住地 

北部 

52% 
中部 

21% 

南部 

26% 

東部 

1% 

外島  

0% 

調查者年齡 

8.3% 

23.5% 

28.6% 

19.5% 

13.2% 

6.9% 

22~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0% 10%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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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
約七成集
中於26～

40歲 

(調查對象居住地與實際人口分布比率相當) 



自己本身是否曾發現瘜肉？ 

是 

6.8% 

否 

93.2 

% 

受訪者瘜肉概況 

家族中是否有人曾患有瘜肉？ 

是 

38% 

否 

62% 

• 1,102位受訪者當中，有近四成民眾有家人曾經患有瘜肉 

• 有6.8%年輕人本身曾經發現瘜肉，以此比例來推算，預估全台有高達

71萬的22歲至49歲年輕人可能有瘜肉。(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2.95%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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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運動頻率 

請問您運動的頻率為？ 

5.9% 

4.5% 

12.2% 

27.0% 

9.1% 

1.7% 

6.6% 

32.9% 

0% 10% 20% 30% 40% 

每天 

一週5、6天 

一週3、4天 

一週1、2天 

兩週1天 

三週1天 

一個月1天 

幾乎不運動 • 受訪者當中，高達77.4%

民眾運動量不足，未達運動

333標準 

• 運動333法則: 

1.每週運動次數3次以上 

2.每次至少運動三十分鐘 

3.每次運動後的心跳速率需達

到每分鐘一百三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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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外食頻率 

請問您選擇外食的頻率為？ 

41.9% 

25.5% 

13.7% 

12.3% 

2.0% 

0.6% 

1.6% 

2.4% 

0% 10% 20% 30% 40% 50% 

每天 

一週5、6天 

一週3、4天 

一週1、2天 

兩週1天 

三週1天 

一個月1天 

幾乎從來不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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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中有 67%年輕人幾乎每天都外食 

• 其中以中餐外食比例較高 

請問您甚麼時候會選擇外食?(複選) 

67% 

51.2% 

70.3% 

58.5% 

0% 20% 40% 60% 80% 

晚餐 

中餐 

早餐 



受訪者飲食習慣 

您用餐時以什麼作為選擇的主要考量？ 

方便為主 

41.6% 以 

口味喜好 

39.7% 

優先選擇

少油少鹽

的餐點 

12.5% 

會避免油

炸食物 

6.1% 

其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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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中有八成年輕人
以方便及口味為用餐主
要考量 
 

• 僅有一成三的年輕人用
餐時會優先考慮少油少
鹽 



受訪者蔬果攝取嚴重不足 

請問您平均一天攝取的蔬菜量? 請問您平均一天攝取的水果量? 

2.9% 

5.1% 

19.0% 

33.8% 

26.2% 

13.0% 

5份或以上 

4份 

3份 

2份 

1份 

不到1份 

0% 10% 20% 30% 40% 

1.9% 

2.5% 

7.1% 

23.0% 

34.1% 

31.4% 

5份或以上 

4份 

3份 

2份 

1份 

不到1份 

0% 10% 20% 30% 40% 

• 台灣癌症基金會長期推動天天五蔬果，每天至少要吃3份蔬菜與2份水果 

• 根據調查，73%年輕人蔬菜攝取量未達3份；65.5%年輕人水果攝取量未達
2份。蔬果攝取量達七份以上更是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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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5.5% 



一週內糞便型態觀察 

請您參考下列圖片，請問您過去一週的糞便較接近以下何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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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當中，27.9%年輕

人有便秘或腹瀉的情形 
 

受訪者依據「布里斯托大便分類法」圖形自我評估 

很
過 

一顆顆硬球( 很難通過 ) 

斷邊光滑的柔軟塊狀( 容易通過 ) 

粗邊蓬鬆塊，糊狀大便 

水狀，無固體塊( 完全呈液體狀 ) 

3.3% 

6.7% 

23.9% 

43.8% 

8.8% 

7.8% 

1.3% 

布理斯托大便分類法：因為大便的形狀和其待在大腸內的時間有關，所以可以用它來判斷食物經過大腸所需的時間。 
設計者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Heaton和Lewis，首篇於1997年發表在《北歐腸胃病學雜誌》 



腸胃不順解決方式 

請問您在腸胃不順暢時，會採取甚麼改善方式? 

61.6% 

41.2% 

20.7% 

6.6% 

4.8% 

22.3% 

3.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多吃蔬菜水果  

補充好菌(例如優酪乳) 

定時進廁所培養便意 

就近至藥房購買藥品  

至醫院診所就醫 

不特別做什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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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成年輕人會多吃蔬果以改善排便狀況，也有四成選擇補充好菌，但仍有

二成年輕人對於腸胃不順不以為意 



大腸瘜肉錯誤認知 

您曾經聽過大腸瘜肉嗎？ 

聽過 

80% 

不曾聽過 

20% 

對大腸瘜肉的認知符合下列何者？
(複選) 

35.1% 

5.1% 

23.1% 

36.0% 

12.3% 

0% 10% 20% 30% 40% 

與痔瘡有關 

年輕人不會有瘜肉 

一定會造成血便 

瘜肉是良性腫瘤，追蹤觀察即可 

瘜肉就是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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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中雖有八成年輕人聽過大腸瘜肉，但認知錯誤 
• 仍有三成五年輕人認為大腸瘜肉與痔瘡有關 



大腸瘜肉正確認知 

請問您對大腸瘜肉的認知符合下列何者？(複選) 

42.3% 

54.2% 

0% 10% 20% 30% 40% 50% 60% 

部分瘜肉和家族史有關 

發現瘜肉只要切除， 

就可以減少惡化成大腸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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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腸瘜肉有正確認知的比例也僅有42%~54% 



罹患大腸癌風險認知仍不足 

請問下列哪些方式可以降低瘜肉增生或大腸癌的風險？(複選) 

87.8% 

74.4% 

67.8% 

47.5% 

1.6% 

10.3% 

0% 20% 40% 60% 80% 100% 

多吃蔬果 

有固定運動習慣 

定期作糞便潛血檢查 

時常補充腸道好菌 

多吃紅肉 

吃素即可降低風險 

• 有7~8成的比例瞭解到多吃蔬果及固定運動可預防大腸癌 

• 仍有一成年輕人認為吃素即可降低罹患瘜肉及大腸癌的風險 
• 有67.8%年輕人認為糞便潛血檢查可預防瘜肉或大腸癌，但只有篩檢是不夠

的，應搭配正確生活型態才能降低罹患瘜肉風險 
15 



對大腸癌可能的徵兆認知不足 

早發現、早治療可降低腸癌風險，下列哪些症狀可能是大腸癌徵兆？ 

43.0% 

27.0% 

83.7% 

43.4% 

35.6% 

31.7% 

34.4% 

26.3% 

12.8% 

27.9% 

0% 20% 40% 60% 80% 100% 

腹痛 

食慾不振 

血便 

便秘 

體重減輕 

腹瀉 

便後感覺仍有便意  

大便細條狀 

貧血 

痔瘡 

•  八成年輕人認為血便是罹患大腸癌重要徵兆，但血便非大腸癌唯一指標 

• 只有約27%~40%的大腸癌(腫瘤位置接近直腸與肛門口)才會排出肉眼可辨
識的血便，大多還是需透過糞便潛血檢查才能檢測出糞便中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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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大腸糞便潛血檢查經歷 

請問您過去是否有做過糞便潛血檢查？ 

82.4% 

78.0% 

76.5% 

74.4% 

74.0% 

75.0% 

22~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0% 50% 100% 

沒有 

有 

22-49歲受訪者當中: 

• 76.9%年輕人沒有做過糞便潛血，且每個年齡層皆超過七成比例沒有
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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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3.1% 

沒有 

76.9% 25% 75% 



受訪者大腸鏡篩檢經歷 

請問您過去是否有做過大腸鏡篩檢？ 

90.1% 

78.0% 

86.3% 

84.7% 

78.8% 

82.9% 

22~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0% 50% 100% 

沒有 

有 

 
22-49歲受訪者當中: 

• 86%年輕人沒有做過大腸鏡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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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4% 

沒有 

86% 



調查報告初步結論--- 

五大腸癌認知危機 

八成年輕人聽過大腸瘜肉，但多數認知錯誤 

77.4%民眾運動量不足，未達333標準 

22歲至49歲有76.9%民眾沒有做過糞便潛血 

近三成便秘(可能壞菌增生，好菌不足，毒素吸收

機率增)或腹瀉(菌相不平衡)的情況 

六成七民眾幾乎天天外食，七成以上每日蔬果

攝取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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瘜肉認知低 

篩檢意識低 

規律運動低 

外食蔬果低 

腸道健康低 



你一定要知道的 
大腸癌防治觀念 

大腸癌防治宣導活動  



大腸直腸癌形成過程 

  （APC基因） 

正常黏 

膜細胞 

家族多發
性瘜肉症
候群基因 

細胞增 

生息肉 

低度 

腺瘤 

轉移 
大腸 

直腸癌 

中度 

腺瘤 

高惡度 

腺瘤 

高甲基化 
K-ras致癌
基因活化 

抑癌基因
p53缺失 

抑癌基因
DCC缺失 

抑制轉移的
基因缺失 

瘜
肉
篩
檢
與
蔬
果
預
防 

大腸直腸癌形成過程是由正常黏膜經一系列致癌及抑癌基因變化累積演變而成 



年輕上班族 
別輕忽瘜肉找上門 

• 大腸癌從異常病變癌化為癌症，通常需要10~15年的
時間 

• 每1至2年定期接受糞便潛血檢查，約可以降低
18%~33%的大腸癌死亡率 

• 大腸瘜肉及大腸癌的發生與飲食及生活型態息息相關 
• 家族史不再是提早篩檢的唯一指標，生活中的危險因

子也應注意。危險因子包括: 
 -經常攝取高脂肪高熱量食物，或蔬果攝取不足者 

 -嗜菸酒者 

 -久坐少動者 

 -瘜肉或大腸癌家族史者 

 -得過瘜肉或發炎性腸疾病者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2015年在世界大腸癌月(
每年三月)發布新訊息, 只要遵守以下健康守則, 

就可以降低25%大腸癌的機會,  
 

• 維持健康的體重, 儘可能保持苗條 

• 每天運動至少30分鐘 

• 攝取健康飲食: 天天五蔬果 

• 停止抽菸 

• 少喝酒或完全不喝酒: 男生一天2杯, 女
生一天一杯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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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篩檢 

勤運動 

多吃蔬果 
少紅肉 

腸道順暢 
補好菌 

50歲以下民眾 
提早主動進行 
大腸癌-糞便潛血篩
檢並養成運動習慣 

減少紅肉攝取 
 
蔬菜攝取依- 
蔬果彩虹579 

飲食均衡健康 
平時多注意排便狀況 
 
並補充好菌 
(健康認證優酪乳) 



 

感謝聆聽 
祝各位  腸保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