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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就醫的⽇常　與藥品Say NO！
記者 楊秀蓁 報導  

科技的蓬勃發展造就現代先進的醫療設備，資訊的快速傳播則為⺠眾的健康知識
奠定基礎，相比古時，現代⼈在⽣活起居和飲食⽅⾯更加注重養⽣，使得國⼈死
亡年齡不斷延後。根據內政部2020年的統計資料顯⽰，國⼈平均壽命⽬前為
80.86歲，相較⼗年前增加了1.85歲，⽽我國男、女性平均壽命更是位於全球平均
⽔準之上，由此可⾒台灣的⾼齡⼈⼝正逐年增多。2018年，我國65歲以上⼈⼝達
到總⼈數的14.56%，正式進入⾼齡社會，⽽後，更有研究預估在2025年我國將
到達「超⾼齡社會」的標準，也就是65歲以上⼈⼝佔總⼈⼝數的比率將超過
20%。

⼈⼝老化是⽬前世界各國都⾯臨到的議題。（圖片來源／Unsplash）

年齡增⻑　導致慢性病纏⾝
為因應⾼齡⼈⼝的增加，台灣政府近20年間多次修正1980年頒布的《老⼈福利
法》，以確實保障老⼈於「經濟安全、健康維護、⽣活照顧」三個⾯向的權益。
儘管政府不斷在老⼈福利上與時俱進，試圖讓辛苦了⼤半輩⼦的⻑者們得以在退
休後，仍舊擁有良好的⽣活品質，並在家安享天倫之樂，但⽣硬的紙本條文終究
抵不過老化後⾝體各項機能的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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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不過老化後⾝體各項機能的衰變。

2017年國⺠健康訪問調查發現，超過84.7%的老⼈⾄少罹患⼀項慢性病，63.8%
的老⼈罹患兩項慢性病，⽽同時罹患三項甚⾄更多的老⼈比例則為42.8%。由上
述數值可知，多數⾼齡⼈⼝飽受慢性病的荼毒，進⽽不斷向外尋求醫療管道的治
療，以平撫⾝體不如從前健壯⽽焦慮的⼼情。

為抑制慢性病的病情，患者時常需要吃多種的藥品。（圖片來源／楊秀蓁
攝）

就醫成了⽇常　⽤藥反⽽異常
在台灣便利的健保體制下，「看醫⽣」成為許多⻑者的⽣活重⼼，⽽造成此現象
的原因可能為退休後的⽣活失去⽬標，或是期待終有⼀天能夠治好所有病痛，回
到曾經健壯的體魄。然⽽，⼈們總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慢性病雖可以靠
治療獲得減緩，卻是無法永遠根治的，甚⾄時常引起共病（共病即為在某病程
中，同時出現明顯不同於該疾病的另⼀疾病）的發⽣，不過當事⼈總是看不透事
實，反⽽執迷於⾃我認知中，無法⾃拔。

「有時候⼀個禮拜得帶家裡的老⼈家跑多個醫院看病，⽽同⼀家醫院內⼜分不同
科掛號，往往在等待和看診的過程中，⼀天就這樣沒了。」化名易知⽻，有著80
歲以上且不同住的⽗⺟，他表⽰⾃⼰平⽇需要上班，也有⾃⼰的家庭需要照顧，
在攜帶⻑者去看病的同時，往往覺得壓⼒很⼤，但⼜無法拒絕這項職責。⻑者為
了消除病痛，看醫⽣、拿藥、吃藥，發現病情沒有好轉，再換⼀家評價更好的醫
院，看醫⽣、拿藥、吃藥，無限循環。到頭來不僅造成家⼈的負擔，還得到了⼀
堆的藥袋、藥單和藥丸。曾任職台中榮總護理師的陳淑如表⽰：「我常常整理家
裡老⼈的藥單，⼀⼀理解每顆藥的功效，並比對是否有重複性太⾼的，然後再根
據他們⽤藥後的實際情況加以調配。並不是醫⽣給的劑量不準，只是看了太多醫
⽣、拿了太多藥，老⼈家⾃⼰也不知道怎麼吃。」若全數吃下去，⾝體便無法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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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但⼜不知道該如何取捨，以致於家中堆了成⼭的藥品，無所適從，若是家中
沒有具有醫療背景的⼈，那更是雪上加霜。

將藥品裝於標識清晰的藥盒，以便⻑者服⽤。（圖片來源／楊秀蓁攝）

啟⽤新制度　實際功效卻有限
政府意識到⻑者就醫頻繁的情況後，在2013年設置了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來改
善各院醫⽣診斷時，無法得知患者於他院的病歷和⽤藥情況，造成重複開藥或是
多次檢驗的問題，這樣的改⾰既提升了病⼈⽤藥和就醫的安全，也使得健保資源
能受到更有效的運⽤。

然⽽，閱歷過無數病⼈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李祥和表⽰：「雲端藥歷確實在開藥時
幫助了不少，但它其實無法掌握患者持藥真實的狀況。」治療慢性病多數必須服
⽤⻑期處⽅箋，但在⽤藥期間部分患者會⾃我評估病情好轉便停藥，⽽將剩餘藥
物滯留於家中，待哪天⾝體不適後⼜開始⾃⾏服⽤。李祥和更指出，部分醫⽣若
缺乏助⼿或病⼈太多時，也會有無法詳閱病歷的情況，抑或病⼈就醫次數過多，
無法在短暫的看診時間內完全了解其⽤藥處⽅，從⽽導致開藥的疏失。儘管病歷
整合系統已經開發完善，但實際運⽤上，似乎還是存在許多待改善的⾯向。
 

擺脫醫院及藥物　這些你要知道
普通科別的醫⽣無⼒負擔需要處處留意的老⼈患者，家屬對於陪伴老⼈就醫及照
護感到⼒不從⼼，老⼈耿耿於懷⾃⼰逝去的健康，卻⼜無⼒回天，難道⼈老了，
就只能過著被藥物和醫院牽絆的⽣活嗎？其實不然。現今多個醫院開始加入衛服
部推廣的《醫院以病⼈為中⼼⾨診整合照護計畫》，以「⾼齡醫學科」取代傳統
⻑者於各科別奔波、診斷的情形，並得以獲取更完整、貼⾝的照護品質，再也不
⽤頻繁的進出醫院、拿到滿⼿的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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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家庭照顧⻑者的壓⼒和技術缺乏，在2017年上路的「⻑期照顧⼗年計畫
2.0」（以下簡稱⻑照2.0）則成為許多家庭的福⾳。其主張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模
式，由政府端給予有照護⻑期無法⾃理之病患的家庭各種醫療及非醫療的幫助，
相較於早期的⻑照1.0，⻑照2.0不僅擴⼤服務對象和增加服務項⽬，還降低申請
限制，使得政策更加貼合⺠眾的需求。

⻑照2.0為近年我國政府推動的社會福利之⼀。（圖片來源／⾏政院）

除了政策的輔佐外，社會中也有許多照護機構的設立。就讀台北⼤學社會⼯作學
系三年級的陳沛晴，依據她在新北市板橋海⼭公共托老中⼼實習的經驗分享道：
「機構中會有護⼠控管老⼈們的藥，並每天定時給他們服藥，老⼈在這裡可以得
到全⽅⾯的照顧和陪伴。」這些服務的出現使得家屬既能夠獲得喘息的空間，也
無須擔⼼家中⻑者的安危。
 

⽣病不可怕　調整⼼態再出發
許多⻑者習慣視吃藥為「有病治病，沒病強⾝」，就算沒有任何病痛，還是要常
備藥物於⾝旁才會安⼼。然⽽，藥物並不是萬能，甚⾄吃多了還會傷害⾝體的機
能。想要醫治疾病，除了最基本的聽從醫囑正確⽤藥外，還須搭配飲食的管控和
良好的作息，彼此相輔相成才能達到最佳的療效。

⾝體老化是每個⼈必經的道路，伴隨著器官功能的衰退，不免會染上許多疑難雜
症，如何以正向的⼼態看待⾃⼰逐漸消逝的健康，成了當今⾼齡⼈⼝必須修習的
⼀⾨課題。⽽⾝為病患的家屬也該多點同理⼼，適時的尋求外界的協助，以平和
家庭的變⾰才是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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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來源：Unsplash

      

 記者 楊秀蓁

編輯 陳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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