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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著離開醫院》

前言

　　自序　　懂得就醫，更要懂得自保　　全嘉莉　　「當了病人之後，才知道什麼是病人！」這決
不是一句套用的廣告詞。　　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在生病之後，才逐漸了解所患疾病的相關知識，也
都是從看病、診療的過程中，慢慢摸索與經歷磨難，明白什麼叫做生病。所以，沒有一種職業叫做「
病人」，對於就醫這件事來說，每個人都是「新手」！　　然而，一旦病人進入了醫療體系，不論是
人為、醫院的組織管理與制度，都有機會出現意料之外或是匪夷所思的疏失（錯誤），而且這種意外
每天都在各地醫療院所發生。我曾說過，醫護人員也都是人，他們不是神，只要是人都會犯錯，因此
如果你將自己的身體糊糊塗塗地交給醫護人員，那麼發生醫療疏失的機率就可能相對增加。　　有許
多網友、讀者或是觀眾朋友告訴我，看了「如何活著離開醫院」之後，對就醫的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
，除了在看診時比較會問醫師問題、懂得看藥單、注意醫療環境，也都明確知道自己才是保護自己、
預防醫療疏失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唯有當病人不再害怕對醫生提出詢問，對自己的治療過程清楚
明瞭，才能有效降低醫療錯誤的發生。　　將近七個年頭，我以「就醫自保」、「如何活著離開醫院
」為題四處演講，經由與聽眾分享資訊和心得的過程中，讓我累積了更多的能量，因此花了將近半年
的時間，在「如何活著離開醫院」全新增訂的內容中，加入了非常重要的「病人安全」篇及「醫病關
係」篇，前者增添更多的實用資訊，讓讀者可以輕鬆的加入守護自己安全就醫的行列，後者則希望能
夠改善醫病的緊張關係，讓病患和醫生一起努力對抗疾病，進而成為理想的「夥伴關係」，使患者早
日恢復健康，快樂的離開醫院。　　「如何活著離開醫院」全新增訂版的完成，要感謝醫療改革基金
會提供諮詢和衛生署醫事處的協助，將該署歷年來所推動的「病人安全」技巧與方法一一傳授、提供
讀者分享，這是經過了許多臨床醫師的經驗累積、公共衛生學者的調查結果，以及綜合以往的案例分
析所獲得的寶貴資訊。時報出版社也很貼心的做成「安心就醫醫療卡」，例如如何提升用藥安全、安
心看病五步驟、如何主動做好醫病溝通等等，讓讀者從一進入醫療院所，就開始做好自我保護的措施
。　　最重要也最感動的是，五位前後任衛生署長的共同推薦，要感謝邱文達署長、楊志良教授、葉
金川教授、林芳郁院長，以及侯勝茂院長（按照先後任排序）的共同推薦，他們對於「如何活著離開
醫院」的肯定，代表衛生署對於民眾就醫安全的重視與本書提供民眾「就醫自保」的有效性。特別是
侯勝茂院長，他在本書第一版時就大力支持，還認購一百本贈送醫師參考；得知全新增訂版付梓之後
，又在百忙當中為文推薦，真的非常感謝。　　還要感謝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及三軍總醫院院長孫
光煥，認識兩位院長的時間都超過十年，他們一直給我許多鼓勵及指導，邀請他們推薦，也是一口答
應。兩位院長都認為，不論在醫學生（醫學院）的養成過程中，如何建立醫病關係的正確概念，或是
對醫院管理者，如何全面提升病人就醫安全，「如何活著離開醫院」全新增訂版，的確是一本具有實
用性的就醫參考書籍。還要感謝衛生署主任秘書賴進祥先生的鼎力協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　　
最後，也將這本書獻給在天上的父親及婆婆，願他們安心自在！推薦序一「建立安全的就醫環境」　
　侯勝茂（前衛生署署長、現任新光醫院院長） 　　全嘉莉小姐是位勤奮用功的醫藥新聞記者，有多
年跑醫藥新聞的經驗，也有許多出名的暢銷著作。此次她以病人安全為主題，詳盡地報導醫療上可能
出錯的問題，也舉出國內一些醫療疏失之案例，來提醒醫師及民眾應注意之地方，可說是用心良苦。
　　我們必須承認每個人均會犯錯，人類的思考及行動受到影響的因素太多了，記憶力也有其極限，
但我一直深信醫療是「愛」的行業，沒有一位醫師是故意去害病人的！我們若詳細分析錯誤產生之原
因，總會發現很多的錯誤，均是作業流程或系統出了問題，而不是單純的人為故意犯錯。而人類最可
貴的天性之一應是學習的能力，尤其是能夠由錯誤中擷取教訓的能力，所以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九十
二年成立中央的病人安全委員會，而且各醫院也成立了病人安全委員會，在醫策會內有全國性的通報
制度，進行案例的收集分析及改進方案。此書的出版正是此種分享知識的表現，希望大家能善用它，
共同營造安全的就醫環境。　　推薦序二「醫病關係需要人性的關切」　　楊志良（前衛生署署長、
現為亞洲大學教授）　　看到嘉莉的《如何活著離開醫院》再出增訂版，心中很替她高興。我知道，
要寫一本書不容易，正如我最近出版的《拚公義，沒有好走的路》，不但要投入許多心力和時間，更
重要的是對這份理想的堅持與熱忱。因此，要恭喜嘉莉把這份光與熱繼續燃燒傳遞下去。　　我在《
拚公義，沒有好走的路》中說，台灣誰最大？媒體最大，因為報紙報導什麼，立委就質詢什麼，晚上
政論性節目名嘴們就討論什麼，甚至監察委員也看報辦案。政府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向名嘴請益國是
，官員忙於回應各式爆料，誰有空想台灣未來怎麼辦？同樣的，醫病關係也在這樣的資訊浪濤中，經
常不被人注意，而會被媒體重視和披露的時候，都是已經發生了問題、造成了不幸！這是多麼令人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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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著離開醫院》

惜的事情。所以我在衛生署長任內，就特別注意醫病關係的協調，因為，在這個講求效率與價值的年
代，如何保障病患權利、提昇醫療品質，除了醫學的專業，還需要人性的關切。　　對嘉莉的了解，
很多是來自於她的部落格，她長期關注醫病關係這個領域，也有許多論述是討論醫生與病人的互動、
病人權益的自保，都讓人印象深刻。特別她也在醫學院擔任講師，我相信，透過她的教學更能夠把這
樣的理念，深植在醫學院學生的心中，這或許對醫院、醫生、病患三方面來說，都是功德一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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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醫師和護士不是神，都有可能會犯錯，　　預防醫療疏失，人人有責--你自己正是最後一道防線
！　　怎樣才算是醫療疏失？　　最常發生的醫療糾紛有哪些？　　哪種醫師可以信賴？哪種醫師最
好迴避？　　住院時該注意哪些事項，如何避免吃錯藥、做錯治療？　　如何決定要不要開刀？　　
手術與麻醉之前要做哪些確認？　　被送入急診室後該如何自保，以免慌亂中被誤診？　　要預防醫
療疏失，家屬可以怎麼做？　　什麼症狀該看什麼科？　　各種層出不窮的醫療疏失，讓原本是「救
命」的醫院，成為「致命」的場所。如果病人只是把生命完全交給醫護人員，認為自己毫無責任、也
無從防範，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資深醫療記者全嘉莉，再次蒐集最新的相關資訊，結合國內外專
家學者研究、臨床醫師意見與個人採訪所得，向讀者介紹國內醫療疏失現況，不僅提供就醫相關建議
，包括如何找對醫師、住院與手術注意事項、病人應有的權利、如何保護自己、如何提醒醫師避免疏
失、疏失後要如何找出有力證據等，更加上「病人安全」與「醫病關係」的最新分析，幫助讀者從現
在起做個更聰明的病患，以最正確的知識與謹慎的態度尋求自保的力量，遠離醫療疏失的意外風暴，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因應台灣醫療現場而寫的就醫自保手冊！本書為現代人就醫時不可或缺的
實用指南。提供實用就醫須知與叮嚀，為健康強力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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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全嘉莉　　全嘉莉　　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　　從事新聞工作迄今已近二十個年頭，前四年主
跑政治，之後深耕醫藥新聞，曾擔任《大成報》醫藥組副組長；著有十餘本書。　　現於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擔任講師，課程為「健康傳播」。　　在中時電子報的部落格開立blog，內容多探討健康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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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薦序一 建立安全的就醫環境 侯勝茂推薦序二 醫病關係需要人性的關切 楊志良自序 懂得就醫，更要
懂得自保 全嘉莉前言 讓自己活著離開醫院！PART 1台灣的醫療疏失台灣每天可能有十三～二十七人
因為醫療疏失而死。PART 2 醫療疏失的案例分析從真實的醫療疏失案例學習避免悲劇發生的方法
。PART 3 病人應有的權利了解你的基本權利，以及懂得善用手術同意書。PART 4 病人安全我參與要
想安心看病，病人安全從自身做起。PART 5 醫病關係VS.醫病溝通「指定醫師費」？教你如何正確的
與醫師主動溝通。PART 6 如何找對醫師？什麼樣的醫師可以信賴？什麼樣的醫師最好迴避？PART 7 
如何保護自己保持警覺預防醫療疏失，發生問題時又該如何自保。PART 8 聽聽醫師的建議醫師教你當
個良好的病人和家屬。PART 9 住院時的注意事項要迅速認識醫院的環境、清楚了解自己接受的治療
。PART 10 手術前問清楚不明不白的手術，千萬不要做，尤其要小心麻醉。 PART 11 家屬可以這樣做
保持冷靜，與醫護團隊密切溝通、熟悉相關資訊。PART 12 什麼症狀看什麼科？為你列出清楚詳盡的
圖表，讓你的就醫過程更有效率。附錄一 新版手術同意書附錄二 常見醫療糾紛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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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請給醫師精神層面的鼓勵　　每當朋友的健康狀況出現問題，包括胸腔手術、開鼻竇、肝臟腫瘤
、不孕等，我成了大家的資訊站，能夠幫朋友找回健康，我很樂意！但最怕被問到：「這個醫師要多
大的紅包？」我完全沒有答案，因為聽到的價碼都不同。而我到三軍總醫總演講「醫病關係」時，提
到醫謢人員提出我所遭遇的「紅包」困擾後，有位醫師希望我告訴所有人：「不要再包紅包了！醫師
不會收也不能收紅包的。」　　沒錯！按照法律、醫院內規以及醫學倫理，醫師是不能收紅包的，但
我這些朋友從30~55歲不等，只要確定要開刀的人，都出現同樣的問題--「要包多少紅包？」每次談論
這件事，我總會跟朋友說，純粹出自對醫師的感恩，買個實用的禮物，但若是怕醫師有差別心，住院
之後，收紅包的醫師自然會讓你知道價碼，為了讓醫師「多關心」些，朋友們聽到的價錢絕不敢打折
。　　針對醫界的「紅包文化」，我承諾聽講的醫師，提出來自醫界的呼籲，請大家不要存有「包紅
包給醫師」的想法及觀念，演講當天有多位醫護人員也懇切的說，要追出去把紅包退給病人，很尷尬
，也造成他們的困擾，醫院規定不能收紅包，病人不必多此一舉。　　良好的醫病溝通減少誤會　　
只有溝通才能讓彼此更了解，可惜的是，病人不敢問（怕問了醫師不耐煩或是覺得沒知識）、醫師不
多講（有些醫師認為醫療專業，講了病人也聽不懂），或是醫師用太多專有名詞，病人聽不懂也不好
意思問，結果，只要有一點小狀況，就可能衍生出醫病糾紛。　　因此，衛生署也提供一些讓病人主
動與醫師溝通的方式，希望拉近雙方的距離。　　「醫病合作無間，病人安全無虞」　　只有透過充
分的溝通，才能縮短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認知的差距，我們一起來學習避免不必要的醫療疏失的小秘
訣。　　跟醫護人員告知您的名和姓　　醫院內每天有大量病患進進出出，辨識病人的正確性再重要
不過了，我們一定要主動告知醫護人員自己的姓名、正在接受的治療等資訊。　　主動提供辨識資料
：　　確保個人身份無誤，應回答全名，不要不好意思或不耐煩，舉凡所有的門診、急診、住院病人
給藥、檢驗、檢查、治療、輸血、手術、解釋病情等情形，均應加以留意，並且配合醫療院所使用的
方式來確認身份。　　醫護人員常使用辨別病人身份的方式有：姓名、病人床號、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字號、健保卡、電話號碼、地址、病人手圈、特別識別證等。　　不論是服藥、接受檢查或進行治
療，請務必和醫護人員確認身份。　　就醫停看聽　　保護自己，請謹記四不政策：　　1. 不能只聽
床號。　　2. 不能只聽稱謂，如：阿公、阿嬤。　　3. 不能擅自移動手圈或修改手圈內容。　　4. 未
確認身份或不正確前，請即時澄清。　　主動溝通，醫病合作無障礙　　當一個主動的聰明病人，才
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醫療疏失，保障健康。　　主動掌握就醫過程每項環節：　　1.
看診時主動向醫師報名字，加強醫護人員辨識病人的正確性。　　2.
任何檢查前詳問檢查內容、目的及副作用。　　3.
手術前主動核對手術部位　　4.
轉診後別忘了向新的醫師確認自己的狀況及病情　　5.
就醫時多主動與醫護人員溝通，有疑問馬上提出，並在接受檢查或治療時再次確認，確保自己的就醫
安全。　　發現異常情形快反應：　　1.
發現異常，馬上告知醫護人員 – 當您或親友接受治療時，發現身體出現變化導致不舒服或有任何不
對勁的感受時，特別是突然汗流浹背或變得虛弱，應主動詢問醫護人員，以免延遲處理。　　2.
環境不安全，立刻通知相關人員 – 發現醫院內環境有不安全之處，如地面溼滑或有其他危險情形，
請立即提出反應。　　3.
有問題多與醫護人員溝通 – 居家或住院服藥，若有不舒服現象，都應聯絡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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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五任衛生署署長強力推薦　　邱文達（現任衛生署署長）　　楊志良（現任亞洲大學教授）　　
葉金川（現任慈濟大學教授）　　林芳郁（現任榮總院長）　　侯勝茂（現任新光醫院院長）　　兩
位醫界院長專業推薦　　楊泮池（台大醫學院院長）　　孫光煥（三軍總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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