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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小知識－老鄧給個說法

從斷針被起訴，看「五要有保庇」

在醫療行為時的重要

    2020.06.17一則新聞，標題為「痛！根

管治療銼針卡牙溝，牙醫師涉過失傷害遭起

訴」，雖然因還無法看見起訴書了解真正內容

為何，但是若以這新聞報導內容來評論，其中

有些訊息值得大家在進行根管治療時注意再注

意。

ㄧ、斷針是風險
 

    「檢察官將全案送交醫審會鑑定，認定斷

針雖屬醫療風險」，這是整篇報導中重點中的

重點，以往斷針常會被認為是過失，因此牙醫

師在治療過程中萬一碰到這狀況，常會很心虛

的面對與應對，但現在似乎有將從「過失」逐

漸轉成認為「風險」的趨勢，但大家不要高興

得太早，這還是必須在許多要件被滿足下，才

有機會被承認是風險。

（ㄧ）有給病人選項，給病人自己選

    依照108.01.01通過的「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四條明白指出，「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

項及各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有知情之

權利。對於醫師提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

之權利。」，因此事前告知病人治療根管的選

項（超過一個治療計劃，才叫選項，例如做或

者不做根管），也就是要不要治療及有哪些治

療選項，最後應由病人自己決定要不要治療，

請記住，盡量不要是由醫師方一直要求病人得

治療。

法律顧問 鄧政雄 (第12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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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告知風險

 

    針對根管治療的風險，務必告知，例如治

療中可能會有感染的可能，其中特別是斷針。

而根管治療同意書，依法不是必須，你可以選

擇簽，也可以選擇不簽，但如果沒有簽同意

書，則務必有其他可證明自己有告知或者病人

有同意的文書資料，例如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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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依照醫療常規

    術前X光片（是指當你完全還沒開始碰該

顆牙前），是釐清自己日後可能對該根管治

療需付多少法律責任的依據，特別是不知是否

有前手醫師已經治療該牙時（萬一之前已有斷

針），而所謂根管治療常規，病人常會擷取包

括健保給付的治療給付指引或學會、公會出的

治療程序，這些雖然不見得法院會採信，但如

果與該規範不符，自己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向病

人或法院解釋，因此仍須注意。另外是否有依

照醫療常規，更是將來萬一發生斷針時，判斷

自己是否有過失的參考標準之一，因此不可不

慎。

二、真的發生斷針

    你有告知、你有證明可以證明有告知（病

歷有記載，或者病人有在記載處簽名），你有

給病人時間考慮後才簽的同意書，你有依照醫

療常規治療，最後真的不幸發生斷針，因為你

雖能預見斷針發生的可能性，但你因無法迴避

可能因根管實際粗細、走向不明或者無法確實

判斷根管器械之脆斷時間點之斷針，也就是說

無法將斷針單純歸咎於醫師個人操作造成，此

時才會被認為可能是風險，而非過失。

老鄧版根管治療同意書1

老鄧版根管治療同意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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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斷針後……，

    也許斷針那一瞬間，可以因確實遵守上述

流程而可能被歸為風險，但斷了之後呢？就沒

事了嗎？當然不是，還有以下須落實，才能有

機會不會如同此例被起訴。

斷針後第一件事當然就是須先中止治療

（ㄧ）「中止」

    中止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誠實告知病人斷

針這個事實，及討論後續治療計畫，切記第一

時間不告知或者想說等下一次在跟病人，萬一

病人因疼痛或其他原因至別間診所就診，然後

再由其他醫師告知這個殘酷事實，那絕對是核

彈級的災難，本案就是一例。

（二）「處置」

    包括繼續進行雙方溝通後的處置，或者病

人因斷針所造成的損害或傷害，例如感染、疼

痛等，此時必須有實際的處置行為，並且務必

在病歷記載此時的詳細病症發展及處裡過程，

甚至包括電話慰問之時間、次數、內容，本案

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但女子回診時，

李男沒照X光查清疼痛原因，也沒積極治療，

因此有過失，昨依法起訴。」。

（三）「轉診」

    醫療法規明確規定，對於自己沒有能力處

理或治療時，必須依法轉診。因此當病人因斷

針所產生後續症狀自己無法有效解決時，絕對

不要忘了依法必須「轉診」，包括處理斷針或

者感染疼痛等，而依法轉診時，有件事絕對不

能少，就是病歷務必記載有建議病人轉診，及

病人接不接受轉診建議，至於轉診單僅是健保

所規定的書面程序，非醫療法規所規定的必要

證明文件。

四、五要有保庇

    「預見」、「避免」、「中止」、「
處置」、「轉診」，這「五要」是過失判斷
的注意內容，這五要剛好包括了前面所指的內

容，其順序也是當你在進行醫療行為時，檢視

自己有無過失的很好參考，更是法院在檢視你

的醫療行為過失評價的順序及實質內容。養成

「五要」好習慣，就能習慣「保庇」你，也許

這將會是免於頻繁醫療訴訟災難時的逆轉點，

提供大家參考，更建議大家務必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