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病人手術部位錯誤看風險管理 

手術室 

  手術室本身為一個快節奏的單位，往往緊急狀況或術中更改術式的情形也隨時發

生，很容易在忙亂中犯錯，許多環節像是骨牌效應一樣..一發不可收拾，任何一個小

小的疏忽，都攸關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病人手術部位錯誤－是手術室最大的風

險！台大醫院骨科部主任韓毅雄曾指出，在年輕時為椎間盤突出病人手術，由於當時

沒有ＣＴ與ＭＲＩ，病人是在第 3、第 4 與第 5 腰椎有問題，結果只開了第 4 與第 5

腰椎，由於第 3腰椎沒有處理，病人仍然不舒服，韓教授又再為他開一次；手術部位

錯誤最常發生以四肢居多，曾經也發生一起大腿骨折手術，必須要裝鋼釘，原本是右

邊骨折，結果有醫師開成左邊，當醫師開進去後發現沒有骨折，只好趕緊再開右邊。

如何在這樣快節奏的環境裡，將醫療風險降至最低，是需要每位同仁的用心與智慧，

所以單位同仁的遵守與配合，顯得格外重要！才能避免不必要的風險產生。 

  根據美國的研究發現，醫療疏失中大約有 66%與手術相關，其中包括有技術疏失、

手術後出血、院內感染、藥物疏失等，然而，大約有 54%是可以預防的，例如在手術

部位標示清楚，就可以改善手術開錯部位的問題。在我們醫院，推動「手術前標示作

業」是希望能透過病人手術前的一再確認才為病人動刀，避免「開錯刀」、「開錯部位」

的烏龍手術發生，手術前標示清楚不但可以避免開錯邊，增加手術安全，對任何一位

需接受外科手術治療的患者來說，安全實在太重要了，發生一次錯誤都嫌太多！根據

以往的經驗顯示，術前標示作業就像「品質保證」，落實手術前標示作業，雖不見得

一定可以避免發生錯誤，但沒有落實標示作業，一定會發生錯誤，所以人人要嚴格把

關。而手術前的標示，正如同醫生與病人間溝通的「愛的標示」，雖然標示僅是一項



動作，但是，引含的意義卻是醫師和病人間有溝通過，讓病人有機會了解自己的醫療

狀況。 

  其實病人安全不僅是本院注重，現在更是全球所關注的議題！時有所聞病患吃錯

藥、開錯刀，或是誤將紗布置留病人體內..在報章雜誌或媒體爭相報導北城事件、邱

小妹案、新竹衛生所誤打錯針的同時，都讓身為護理人員的我深感難過..對整體醫療

人員的士氣也是一種打擊。在手術室裡最重要的就是「辨識病人正確性」及「手術部

位正確性」，「阿伯..早安!請問您叫什麼名字?您的出生年月日是幾號?」「阿伯..請問

您今天是開什麼刀？要開哪一邊?」這樣類似的對話，每天都要講上數十遍不等，在

護理站交接病患時，以二種以上的辨識方法確認病患及正確的手術部位，是我們應該

做到的責任！別小看一個小小的手圈..不但可以從手圈中核對病人資料，更可以再次

確認病人與病人多接觸溝通。所以無論是門診病人或住院病人，醫院都不惜成本讓病

人佩帶手圈，哪怕只是 10 分鐘不到的門診刀，為的是降低醫療風險更避免錯誤率的

發生。 

  今年，手術室也代表醫院參與第四屆醫療品質促進年會，發表「提升手術病患安

全」成果海報展，同時，「提升手術病患安全」也是上期品管圈主題，上期活動成果

追蹤到目前為止，病患手術部位錯誤率為零、病患搬運中跌落為零、病患手術中電燒

傷為零，均達目標值！這樣的成果不但讓單位同仁受到鼓舞，也唯有更加努力自許以

達病人安全百分百！我想再多的計畫..沒有行動也是空談，人人只要肯花一點心思，

用心投入，對每一道程序都小心謹慎、確實執行，不但讓病人就醫安心，更可讓來院

患者感受不一樣的服務品質！ 



  我們醫院於 2004 年 7 月設立風險管理部，推動各項病人安全活動，其實，醫療

風險管理最重要的課題是「預防」或「減少」事故的發生，提供病人及員工一個安全

又保障的醫療環境。詹廖明義總院長是醫療風險的推手，不但帶領大家認識醫療風

險，更用心彙整國外七大機構所注重的方針，提供全體同仁參考學習的依據，而醫療

風險中又包含病患安全，今年八大病人安全年度目標有：「提升用藥安全」、「落實醫

療機構感染控制」、「提升手術正確性」、「提升病人辨識的正確性」、「預防病人跌倒」、

「鼓勵異常事件通報」、「改善交接病人之溝通與安全」、「提升民眾參與病人安全」，

這樣的年度目標跟每個單位都息息相關，每個目標都是全體同仁所該重視與關心的，

因為每天在醫院裡，只要稍不注意，就很容易產生醫療風險與疏失，他們像是因果循

環，一步錯步步錯! 

  身為仁愛人已十一年，看著醫院一點一滴的茁壯..不管路有多遠..重要的是開

始，總院長是舵手，帶領我們認識醫療風險的世界，整個團隊的用心，不但在「病人

安全」、「醫療品質」、「專業特色」、「醫療資訊」等領域，參加全國性競賽均屢獲佳績，

更可感受本院對風險管理的注重是非常用心！這不但使我們引以為榮，更是社區民眾

的福祉！我們當知珍惜、更加用心才是啊!一個專業的管理團隊，不但需要網羅各方

英雄好漢，設置許多軟、硬體等設備，且要有完善的網路通報系統，這些都是需要深

耕的經營，才能建立完整的制度。身為醫療照護團隊的我們，唯有用心聆聽病人的聲

音外，更應確實做好每一件事，不能因忙碌而省略步驟或找藉口，同時，更要加強彼

此團隊間的溝通，嚴格把關病患的健康，建立互信、良好的醫病關係；創造 A+的服

務品質，需要上下一條心，全體同仁認真地對每一步的堅持、精益求精、一起努力，

才能航向更安全優質的醫療環境，就讓這樣的理念永續經營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