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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火未息，臺灣雖然相對平安，

卻因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延燒，人心動盪

不安，醫療院所身處防疫第一線，承受

前所未有的壓力與衝擊同時，更能凸顯

平時是否落實醫療品質與品質管理方面

的努力。

臺中慈濟醫院的願景是「成為以病

人為中心的醫療人文典範醫院」，長期

致力提升醫療品質，加強重視對病人安

全。醫療院所管理經常在談「品質管

理」，但多數人都著重在「管理」，其

實更重要的是把對服務品質的關心、關

懷面真正做出來。在落實高品質醫療服

務方面，儀器設備可以花錢買到，但最

可貴的是醫療人員能秉持著良好服務態

度與尊重病人。我對醫療品質的期許

是，用更多耐心去傾聽病人的聲音，除

了能豐富醫病關係，這對醫療團隊同仁

自己生命的品質與醫療品質，都會有很

大的改變。

病人安全是醫療品質中重要的一環。

醫療品質的成功在於防範未然、以病人

為中心，因為病人與家屬最關心的是希

望能有最安全、最有效率的醫療品質。

臺中慈院鼓勵同仁通報病安事件，健全

的通報系統可以提早預防很多臨床問題

發生。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委員會每個

月召開一次病安會議，學習看見問題，

及時處理以預防下次再發生。而品管

中心安排的「病人安全走透透（Safety 
walk）」流程，戮力塑造良好的病人安
全文化，由我親自到各臨床單位與一線

同仁面對面會談，聆聽基層的聲音，面

對問題找到有效解決之道。經營團隊建

醫者換位思考
提升醫品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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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效的機制以促進院內同仁對醫療品

質、病人安全的改善共識，共同營造醫

療品質及病人安全文化。

上人曾經期勉醫療志業同仁：「醫

療品質的提升，最重要的還是在於那一

片看不到、摸不著，有感覺的心。」的

確，醫療工作者通常在專業領域花費很

多的心血，沒有時間多接觸人文，不免

變得被外界誤解為「冷血」。身為慈濟

醫療的推動者，我期許臺中慈院的醫護

人員，多藉重慈濟人文的涵養，將多數

醫師著重「治病」的現象，導向關懷「病

人的感受」，讓醫療不只是改變疾病，

更是改變生命的工程。

想像一位需要動手術的病人，通常

前一天就開始擔心、無法安睡；為了遷

就醫師手術的方便性，能快速寬衣、完

成手術，病人需穿著不符合人性的手術

衣，通常顯得不自在且沒有安全感；病

人被推進開刀房，面對陌生冰冷的環

境，迎來的卻是醫護人員制式的問題

「有沒有心臟病或高血壓？」長期在外

科的觀察，我看到許多醫者的盲點。若

醫者能想像自己是傷者，換個腦袋思

考，就會發現，醫者以為理所當然的作

法，其實都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這也

是我期待醫者能「換位思考」的原因。

在達到醫療品質的同時，也要顧慮到病

人的尊嚴，才是上人要慈濟醫院發揮的

「人本醫療」。

我的行醫之路並非局限在醫院的診

間，很多時候走入社區、走入人群，反

而更能貼近病人的心。我也鼓勵醫師們

親身體會病人走過的路，才能理解病人

的苦。有慈善走在前，醫療能走得更寬

廣；有醫療的介入，慈善可以做得更深

入。我在往診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即

便已經到了廿一世紀，還是有許多鄉親

對於醫療知識貧乏，或有錯誤的偏見，

造成種種的遺憾。正確的醫療資訊傳

達，要改善的空間還很大。

二十幾年來，我透過簡單易懂的圖片

與深入淺出的詮釋錄製《大愛醫生館》

節目，將醫學和歷史、藝術相結合，傳

播健康觀念，讓普羅大眾都能了解基本

的醫療常識。如果醫師只是在診間對著

一個個病人，苦口婆心地去宣導衛教觀

念，影響終究有限；若能每天透過十分

鐘的節目，每集一個主題，把一個正確

的觀念傳遞出去，每集只要有一千人

看，就等於一次把觀念傳達給一千人。

醫療品質的提升，不能只靠醫護人員的

努力，病人與家屬有基本的醫學知識，

在溝通上更能促進醫病間的關係，降低

醫療錯誤的發生機率，進而達到病人的

安全。

感恩臺中慈院已有多位醫師發行專科

書籍，都是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及圖片來

傳達基礎的衛教常識，這也是體現「換

位思考」的角色，將臨床工作上看到、

聽到、體會到的病人對醫學的誤解來做

釋疑。期待透過醫師用心整理的專科醫

學書本的流通，影響更多人的健康觀

念，普及醫學知識，更盼望醫師在慈濟

醫療體系薰陶而得的人文、大愛等善知

識，遍地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