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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新聞媒體曾經報導護理人員

將照顧病人的過程錄製下來，公開在網

路點閱的風波，引起社會大眾對病人隱

私的高度關注，也對護理專業形象造成

嚴重衝擊。在資訊科技發達及個人主義

高漲的現代社會，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

PO 上網大作文章，除會撼搖民眾對醫

療的信心外，也會因害怕隱私曝光而對

醫療人員刻意隱藏，誤導醫師對疾病的

判斷，進而影響社會大眾的健康。

其實民眾大可不用過度擔心，行政

院於101年 10月已頒布「個人資料保護

法」，醫院對於人權的保障及醫療隱私

的維護，都有制定相關的作業標準，各

個部門的醫療人員也都有一套標準的操

作流程。以下就本院所提供的隱私維護

作法，敘述於下：

一、門診

當您到門診看診時，為保護個人隱

私，您的全名不會顯示於就診名單中，

護理人員於候診區，是以姓氏並使用適

當的稱謂來呼喚您。醫師在獨立的診間

進行診療，每次只限一位病人及其家屬

進入，當醫師在診室進行身體檢查前，

為避免暴露病人身體部位，跟診人員會

將房門上鎖並拉上圍簾，若診療部位較

私密時，另備有被單或治療巾來適當覆

蓋患處，以維護您的隱私。教學門診在

診室外會有「教學門診說明」告示牌，

為病人診療前，會先徵詢您的同意並簽

署同意書後，才讓實（見）習生在旁學

習。

二、病房區

當您走進病房區會發現護理站沒有

病人姓名與床號的告示，床頭卡上也不

會註明疾病診斷名稱，病床則依病人的

性別安排相同的病室，除了12歲以下兒

童外，男女病人不可同住在一間病室，

接待的護理師是在單獨及隱密的環境下

，以合宜的音量，輕聲詢問您的過去病

史與基本資料，住院期間若不想被打擾

，您可於門口懸掛「謝絕訪客」標示，

醫療隱私看顧好，病人安全可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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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醒醫療人員及限制訪客。若您不願

意讓其他醫療團隊或他人查詢您的資料

，可以主動告訴工作人員，在電腦查詢

系統中登錄您的意願並適當管制。醫師

在告知病情時，會慎選場所並管制相關

人員在場，用您可聽到的音量來說明，

以避免被鄰床病友或不相關的人聽到，

來維護您的隱私。當無法確定來電者的

身分及與病人的關係時，醫療人員不能

在電話中回答對方問題或告知病人住院

或治療的相關資料。在護理站使用電子

化的醫療資訊系統後，必須關閉或退出

有病人診療資料畫面後，才可以離開。

因教學需要而有其他醫護人員在旁

觀摩或學習時，醫療人員會事先告知並

取得您的同意後才進行教學，過程中若

您感覺不舒服而不願意時，都可以適時

提出拒絕或中止。未經病人同意，媒體

不得進入病房內進行採訪或拍照，若已

徵得病人同意，也會通知醫院媒體相關

聯絡人員，出面協調相關事宜。

三、病人單位

醫療人員在為您進行醫療處置或護

理措施前，會先以床邊圍簾將作業區圍

起來，並掛上「檢查/治療中」標示牌，

用棉被或床單適當遮蓋暴露部位，並管

制不必要的人員逗留在現場。醫師進行

內診、觸診、侵入性檢查或處置時，護

理人員會全程在旁協助，並適時給予說

明及支持，由男性醫師替女性病人進行

診療時，一定要有女性護理師陪同，如

為男性護理師對女性病人進行觸診或隱

私部位的護理處置時，必須有另一位女

性護理師在場，診察過程中若病人反應

感到不適，應告知護理師立即停止。執

行業務過程中，若未取得您的同意，不

可以進行非專業公開討論或拍照攝影，

且不得將照片、影片及討論內容呈現在

社群網路、電子郵件及即時通訊系統中

，違反時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病歷資料管理

在臨床作業中，若非基於您的醫療

需要（例如會診、檢查），護理師不可

任意出示病歷資料，提供其他醫療成員

或家屬查閱。當有病人資料的病歷紙張

不需使用時，每個病房均設置有碎紙機

，可立即銷毀。傳送病歷的過程中，相

關醫療人員會放在不透明的公文袋中再

送出。運送病人檢體時，也會以不透明

的檢體箱運送，並由專人護送至檢驗單

位。

近年來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大力推動

「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及電子病歷

，資訊化雖然可解決傳遞時間和空間的

限制，但電子病歷的使用及傳輸安全性

，牽涉到「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醫療人員對病人安全有善盡保密之義

務，故如何提升醫療資訊安全與保護病

人的隱私，是必須加強的工作。民眾本

身也要具備相關的法律知識，對於醫療

過程及作業程序也要有一定的了解，才

能避免在個人隱私被洩漏的情境下仍不

自知，若因隱私被侵犯而造成個人身心

傷害，可以運用現行法律尋求救濟，並

於司法判決中尋求賠償，以保障個人的

權益。以圍簾圍起作業區並掛上「治療中，請物掀開
布簾」標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