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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不

僅針對醫療人員，更是全民運動。

民眾就醫如何有保障？現今病人意識抬

頭影響下，如何讓醫病關係不緊張，同

時兼顧國民身體的健康，個人覺得病人

身分辨識最為基礎及重要。

還記得曾在藥局發藥時稱呼某病

人姓名時，例如：李□○小姐，而另一

位在後方等候的病人也跑上前來，核對

處方箋和健保卡後發現，兩位都是同名

同姓的李□○小姐；但是身分證號碼不

同，看不同科別醫師，領藥號只相差十

號，由於我已經習慣同時核對病人身分

證或健保卡，並且確認與處方藥箋上病

人的生日是否一致，也有跟病人提醒用

藥衛教之習慣，因此對於這位病人有些

印象。當下同時提醒兩位病人，以後不

論在何處收到處方箋或領藥時，請再多

注意一下，因為可能會有類似情形發

生，為了安全寧可自己也要多注意喔。

事實上在當下，我著實是心頭嚇了一

跳，很慶幸自己夠謹慎，若非落實病人

辨識，確實執行處方內容之檢核，而不

慎給錯藥，後果真是無法想像！也由此

經驗，讓我更有所警覺性，辨識真的很

重要。

又回想起自己的親身經驗，生產住

院時也遇過類似的情形，當時住在他院

婦產科病房，護理師交付藥品時看著藥

車上的病歷唸著我的名字，等我拿到藥

後，我習慣性看一下藥包上的名字和病

歷號；卻發現藥包上的名字不是我的，

是隔壁 B床病人的，立即跟護理師反

應，她也很訝異的儘快處理（我想她應

該也嚇一跳吧），趕快跟隔壁床的藥品

換回來。我想她可能是疏忽了，忘了核

對病人和藥包上之包裝標示是否吻合。

而強調病人本身也需要重視身份辨識這

件事，也是這幾年才開始積極推廣的。

而我只希望藉由此次經驗，她應該會有

警惕心！由於我的是軟便藥，醫囑是需

要時才吃，因此護理師將藥品放在床

頭，預備讓我自行服用；還好我已經習

慣立即確認藥品內外標示，發現有異，

馬上跟她反應，否則若隔壁床的病人未

發現而服用，那就是疏失一件，我想並

不樂見。給藥時，不應單只是看處方箋

和藥袋上的床號標示是否吻合正確，更

重要的是，要確認服用藥物的人對不對

啊！若是流程有瑕疵，病人跟我們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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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要能進而檢討並適時修正，反

而是幫助我們避免再次犯錯。目前於病

房給藥時，護理師會正確辨識病人後，

看病人實際服藥後，才會在給藥紀錄單

上做註記，至少為安全多了一層把關，

而在無紙化後，電子簽章給藥之流程是

否能確實落實也很重要。

落實病人辨識，不論何時何地，都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目前因應個資

法，許多醫院在門診掛號單上名字顯現

部分，是印出林○○，有些會印出林○

玲，而跟診人員叫號時，會說「13號，

林小姐，請進」，常會有兩、三個小姐

站起來，跟診人員需很辛苦的再次確認

以及解釋。若遇到部分病人不願拿出身

分證明，我想基於醫療安全，應更審慎

確認。因為在領藥這一關，也遇過部分

病人表示，沒有帶證件，經由我們先行

解釋基於用藥安全，需再三確認身分，

若沒有其他證件可茲佐證，可以背出生

日或是身分證號碼、確認看診醫師等資

料，才可給藥，我很感動就曾有病人善

意的反應：「用藥安全是需要的啦！下

次我一定要帶卡才不會那麼麻煩啦！」

至少她以後就醫時，證件會備妥，對於

安全更有保障。

以往曾有未落實病人辨識而造成遺

憾的新聞報導出現，例如：有因為給錯

病人，剛好是一位會對該藥物過敏的注

射劑，導致病危；也曾發生因為未正確

的確認手術病位，導致開錯患部事件，

種種案例，不僅影響到病人、家屬以及

醫療人員，更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只

要多一份細心，也許就能多挽回一個疏

失，在安全的考量下，每個細節都不容

忽視，若能落實每個流程，相信就可以

安全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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