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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揭開了醫療、公衛等方面的許多問題，也引燃了國內對於醫護教育的改革與反省，經

歷了這場考驗之後，未來醫療服務的 方向與觀念，是往後必須面對的課題。 

    首先，在防備上必須加強，醫護專業人員站在對抗病毒的第一線，應做好自身防備，對於自

身健康安全的注意，不但是責任也是義務。以前，我們在 面對病人時，著重的是儀容，外表

整齊清潔就代表尊重病人，這次，因為 SARS 造成了國內多位醫護人員的犧牲，主要是因為

自我防護不夠，往後，我們在面對病 人時，是否更應該注意的是，有沒有做好應有的防備，

隨時隨地保持高度的警覺性，醫院本身就是高危險的環境，我們有被傳染的可能，也有可能

成為傳染媒介者， 將病毒、細菌傳染給別人。因此，全力做好自己的防備，保護自己，保護

他人，也是對病人的尊重。當然，美好的外表儀容仍要保持，以維持病人對醫護人員專業的 信

心。 

     其次，這次事件也暴露了醫學生教育的缺失。醫師、護士臨陣脫逃，違背了醫護人員要冒著

任何 危險搶救病人的真諦，甚至一些實習醫學生的家長向教育部要求放孩子離開醫院，家長

們的焦急與無奈我能體會，但選擇醫療工作這條路就應該有這樣的心理準備， 醫療環境本身

就是充滿了風險，如果站在第一道防線上的我們都退縮了，誰來捍衛全民打贏這場戰。年輕

的醫學生在這重要關頭，正好有機會體驗醫療工作神聖的使 命感，放棄這種學習機會，實在

是不智之舉。 

    另外，我們也必須要有個觀念，病人是醫師最好的老師。國內大部份的住院醫師沒有受到適

當的指導與監督，直接上火線，堅強的小組團隊精神發揮 不足，忘了真正醫療的核心價值，

在此次 SARS 風暴中付出了慘痛的代價，如果平常有精良小組醫療團隊，發揮堅實小組精神，

也不致犧牲那麼多病人與醫護人員 本身。 

    國內住院醫師訓練出了問題，連帶地威脅到病人及醫師本身的安全。八十八年起，兒科部開

始實施小組教學，就是希望能充份發揮小組團隊的精神， 由資深醫師帶領資淺醫師，見、實

習及住院醫師實際接觸照護病人，年輕的醫師就在資深醫師的指導下，熟習各種醫療技術、

學習如何對待病人、實際觀察疾病的演 變與治療的成效，從中累積知識，而病人也可從團隊

照護中獲得水準以上品質的照顧。 

    即使 SARS 疫情目前獲得控制，我們仍須持續加強醫院的安全防範措施。由於 SARS 病例大

多在醫院中受到感染，第一道防線即仰賴醫護人員， 如何有效提供這些防疫戰士一個安全無

虞的工作環境、鞏固信心、杜絕院內感染等，是目前醫院最優先的工作。與 SARS 之戰，致

勝關鍵在於有沒有建立新的生活 秩序與觀念，我希望，這不是一場燃燒自己、照亮別人的戰

役，而是大家都能全身而退。 

    再者，我們也非常需要民眾及醫療人員全力配合專家及政府的防疫政策。防堵疫情擴散，如

同作戰，戰役的成敗，人人有責，做好個人本份應該做的 事，就是負責任。每一個人都是防

疫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我認為，人人都應有充分的防疫知識、健全的態度，與合作的行為，

聽從專家學者的建議，配合政府所採 取的防治政策與措施，如此，再遭遇到類似 SARS 這樣

的危機時，才能迅速的戰勝克服。 

    在這次抗 SARS 的過程中，有辛酸、有血淚，這段日子，我們確實看到了政府發揮了少見的

公權力，看到了空前的團結與效率，醫界也從中得到意 外的經驗與收穫，經過了這些磨練之

後，大家也更懂得珍惜生命、彼此關懷了。七月五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從感染區除名，



藉著這段時間，我們必須檢討改進及 傳承好的經驗，待下一波疫情來襲，甚或有生化戰的時

候，我們都是堅強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