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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病人安全週 醫療機構響應成果 
 

一、 響應專區情形 

  

二、 多元化活動辦理情形 

(一) 宣導「病人安全我會應」 

 總共辦理 12 場次，參與人數共約 21000人。 

NO 主題 形式 
參與 

人數 
備註 

活動照片 

（可提供活動照片，每場限 1 張） 

1 

9/3 

大愛台拍攝 

【健康在說話】 

椎間盤突出一定

要開刀嗎 

媒體

宣導 

無法 

估計 
 

 

2 

9/5 

骨科 

大廳衛教 

衛教 

宣導 

約

2500

人次 

 

 



2 

 

3 
有獎

徵答 

 

4 

9/11 

主權社區 

衛教宣導 

衛教 

宣導 

約 

40 

人次 

 

 

5 

9/19 

疼痛科 

大廳衛教 

衛教 

宣導 

約

2500

人次 

 

 

6 
9/20 

發佈新聞稿 

媒體

宣導 

無法 

估計 
 

 

7 
9/20 

志工宣導 

衛教 

宣導 

約 

70 

人次 

 

 



3 

 

8 
10/4 

志工宣導 

衛教 

宣導 

約 

70 

人次 

 

 

9 

10/22 

實體響應活動 

衛教 

宣導 

約

2500

人次 

  

10 

競賽

活動

(有獎

徵答) 

 

11 

10/23 

院務會議 

響應活動 

其他 

約 

5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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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病人安全週 
媒體

宣導 

觸及

1320

4人

次 

截至

10

月

25

日 

 
*註：活動形式分為： 

1. 衛教宣導：門診、社區團體衛教、跑馬燈宣導、院內影片播放等。 

2. 媒體宣導：記者會、報章雜誌、電視、電台或網路宣導等。 

3. 大型活動：園遊會、運動會、海報展等。 

4. 競賽活動：徵文比賽、繪畫比賽、有獎徵答等。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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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病溝通創意作法」： 

NO 推行主題 對象 
執行方法 

與推行內容 
 成果 

1 

我長期有下背

痛困擾，除了

吃藥和開刀，

是否還有其他

介入性疼痛治

療的選擇 

有疼

痛治

療需

求之

民眾 

疼痛科的作業流程:醫師詢問求診原因→安排相

關檢查→確定可能診斷→解釋可行的治療或者

安排當日執行介入性疼痛治療→治療後護理衛

教返家→個管師追蹤成效。 

收案實際施行約一個

月，其中符合主題之收

案數達 22名，並且經過

問卷調查，可降低就診

時的焦慮狀況，並使病

人更放心的接受治療。 

2 

治療退化性關

節炎:我該接受

人工膝關節置

換手術嗎? 

治療

退化

性關

節炎

之民

眾 

經由醫師透過理學檢查、X-光診斷為退化性膝關

節炎之病人，供 PDA 並由醫師初步解說 PDA內

容。→經由專科護理師詳細解說明 PDA細部內

容，協助病人及家屬更加了解該疾病的知識，並

共同一起參與做決策→若當日無法完成 PDA，經

解說後讓病患先帶回家完成，選擇方向明確後，

依自己的考量做決定，下次回診時，向醫師說明

自己的重要治療決策。 

共收集 25份民眾問卷

及醫療人員 1份，並有

病友主動接受採訪並分

享 SDM之過程及收穫。 

三、 辦理特色（請條列式說明整體病安週辦理特色，如：布置創意、響應規模、人力

運用、多元化活動之創意…等） 

（一）布置創意： 

1. 本院將響應專區設置於醫院大門口，與民眾更加貼近。 

2. 每樓層貼有醫病溝通宣導海報，可觸及更多民眾。 

（二）響應規模： 

1. 徵稿醫病溝通小故事，本院共計投稿 11 篇，相關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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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院由院長帶領同仁一起響應病人安全週活動外，亦有響應代言人進行全院宣導。 

        

 

3. 為讓民眾更加了解醫病溝通，亦至社區進行宣導活動，讓民眾更能了解醫病溝通之

重要性。 

 

（三）人力運用： 

1. 本院品管中心、社區醫學部、公共傳播室、醫療科、總務室、護理部、醫事室、社

服室、人文室（志工）及大愛電視台等單位，均紛紛響應，共同舉辦「病人安全週系

列活動」。 

（四）多元化活動之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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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置相關衛教影片，並可透過 QRcode 掃描觀看，目前約 150 支影片。 

 

2. 建置常見主題之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PDAs），已有 21個不同主題之 PDAs 公告

於醫院 SDM 專區，供全院下載使用。 

3. 錄製大愛電視台之醫療健康節目「健康在說話」於全球播映。 

4. 每季於院內 PFM 查核醫療團隊推動落實 SDM 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