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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1月6號，全亞洲第一部全面保障病人主

權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簡稱《病

主法》）正式施行，在推廣全民善終權的道路上

又往前一大步。

《病主法》透過法律字句的保障，強調病人

的 "知情、選擇和決定權"；當我們生病時，我們

有權利知道自己的病情診斷、治療、選擇與預後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需要的，同時，我們也可以

拒絕我們不需要的。於是，《病主法》希望任

何具完全行為能力(註一)者，可透過與醫療團隊

、家人、甚至醫療委任代理人的「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ACP）」，討論

：當日後處於特定狀況時，接受或拒絕的醫療

照護方式，立下書面的「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AD）」。

《病主法》的預立醫療決定(AD)和安寧條例

之拒絕文件-心肺復甦術(DNR)有什麼不同？

 這是我們在諮商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我已經簽了DNR，還需要簽這個嗎？」

本欄下方圖表可以清楚的說明兩者的不同。

DNR只適用在末期病人，而AD擴大它的適

用範圍到五種臨床狀況：除了末期病人外，不可

逆轉腦昏迷、永久性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及主管

機關認定之一些目前醫療無法治癒，病人又痛苦

難受的一些罕見疾病，都可以預立醫療決定。並

且，DNR只能拒絕心肺復甦術(CPR)等維生醫療

，而AD則除了CPR外，意願人可以選擇接受、

拒絕或撤除「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

養」等醫療照護。

我可以像簽署DNR一樣，在家自行列印填寫

「預立醫療決定(AD)」即可嗎？

也因為《病主法》的AD可適用更多的臨床

狀況，以及有更多的醫療照護選項，所以會希望

由意願人和至少一位二等親屬的家人，和由醫師

、護理師、心理師或社工師所組成的醫療團隊

，一起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ACP）」，作溝通、討論意願人自己

的善終意願，簽署AD。另外，ACP的另一個目

的，是希望藉由二等親或更多親屬參與，讓家人

間溝通生死議題，確定瞭解並尊重意願人的決定

，尊嚴善終。

那要如何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要如何

才能生效啟動？

任何人年滿20歲或已婚，只要你有簽署AD

的意願，就可以邀請二等親內親屬至少一位，向

醫療機構預約ACP。這時候，我們的諮商團隊會

和意願人及家屬討論日後在五大臨床條件：1.末

期病人；2.不可逆轉之昏迷；3.永久植物人狀態

；4.極重度失智；5.其他經政府公告之重症情況

下，選擇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

營養及流體餵養」。

說明：「維持生命治療」是包括心肺復甦術

、重症感染時所需之抗生素，血液製品，等任何

可能延長生命的必要醫療措施。「人工營養及流

體餵養」是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方式餵養食物

與水分，如鼻胃管、胃造口、全靜脈營養等…。

當意願人簽署完AD，並有兩位見證人在場見

證或公證人公證，醫療機構便會給予核章，並上

傳註記於健保卡中。但是必須要等到兩位專科醫

師確診，及安寧團隊兩次照會，確認符合AD中的

五種臨床條件時，才會啟動AD。AD啟動後，如

果意願人是選擇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或「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便會給予安寧緩和之支

持性治療，尊嚴善終。

諮商會議時，還會常遇到意願人和家屬問：

1. 這和安樂死有什麼不一樣？

《病主法》不是

安樂死，而是尊重病

人意願，不靠加工醫

療的方式去延長生命

，讓病人可以自主決

定要「接受、撤除、

拒絕」對自己無益的

醫療措施，讓生命回

歸自然善終。

2. 不接受人工營養

及流體餵養，不是

等於餓死病人嗎？

 末期病人的身體

已無法正常自然吸收代謝，對熱量養分的需要，

是隨著病情向下順勢身體需求是減少的，有時給

予過多水分、養分，反而造成病人身體額外的負

擔。另外，在脫水及減少營養的狀態下，會使血

液內的酮體積聚，有止痛甚至開心喜悅的感覺。(

孫文榮、璩大成、黃勝堅，2015)

3. 如果家人已經生病、意識不清，可以像

DNR一樣，由家屬幫忙代簽就可以嗎？

不行！《病主法》強調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必須在病人意識清楚，自由意志下決定自己的醫

療意願，不能像DNR一樣，由家屬代簽同意書。

4. 簽署AD後，到了最後時刻，家屬還可以

改變和拒絕嗎？

不行！病人說了算，家屬不得妨礙。AD是《

病主法》保障的有效法律文件，是病人清晰表達

自己醫療自主權的文件，家屬和醫療團隊都不得

更改。

在普遍存有社會輿論、父權文化以及忌諱談

論生死的台灣，《病主法》在維護病人自主及推

廣善終的道路上，是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病

主法》的施行，不僅保障病人的自主，減輕家屬

抉擇的困難，也賦予醫師不急救或撤除的免責，

是一個三贏的局面。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中心」自107年11月試辦以來至108年3月中旬

，已經幫助近150位意願人完成預立醫療決定書

(AD)的簽署。大多數的意願人都有曾經照顧過長

期臥床或末期病人的經驗，深刻了解留有軀殼、

毫無意識的躺在病床上，甚至插滿管子，對病人

和家屬都是何其的痛苦。他們非常地感謝能夠透

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完成AD，讓他(她)們

有機會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們由衷的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諮商，了解自己能夠有自主

權的醫療照護選擇，預約美好告別，讓人生最後

一程圓滿無憾！

註1. 完全行為能力│指年滿20歲，或未滿20歲但

已合法結婚者。

大德病房邀請病友同慶元宵

心願完成-與兒科團隊合作幫助兒
癌小病人在大德病房花園拍照留念

玉里分院安寧(圓馨)病房揭牌現場

大德病房醫護團隊製作溫馨的情
人節告示牌及花束

陳曾基主任(中)蒞臨大德病房同
賀慶元宵

大德病房志工自攜餐點歡聚春節團拜

許若嵐醫師(立者)帶領團隊至板
橋榮家宣導「病人自主權利法」

玉里分院安寧病房開幕北榮林明
慧主任(前排右1)參與出席

心願完成-灌漿製作小病人手腳模型

大德病房家屬向病人於情人節表達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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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

1/7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及臺北榮總合辦的聯合訓練計畫 -2018年安寧
緩和護理專業進階課程 (北區 )，自 108.1/7 - 4/19止，共 9梯 69人 (每梯
5日 )，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臨床實習，由劉曉菁安寧護理教育師負責督
導及安寧團隊成員共同分梯次指導。

1/10
國防、臺北健康大學護理系學生共 16位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觀摩學習，
由劉曉菁安寧護理教育師負責督導。

1/11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安寧 (圓馨 )病房開幕，由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
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慧代表出席致賀。

1/14
臺北榮總三家榮民分院各薦派社工師一位，自 1/14起至北榮大德安寧病
房見習五天，分別為台東分院社工師許純嘉、桃園分院社工師簡妙帆、蘇

澳分院社工師許明如，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督導。

1/21
北榮大德安寧共照護理師特請專家以「琉璃灌漿」方式，精緻做出符合小

病人手、腳大小的模型，完成其父母為愛兒短暫生命中留下可資懷念物品

的心願。

2/14
欣逢西洋情人節，大德病房醫護團隊分別製作溫馨告示牌及以青花椰菜及

新鮮草莓包裝的情人花束，分別向病人及家屬慰問致意。

2/15

大德安寧病房志工循例舉辦一年一度之春節團拜，參加志工皆自攜餐點參

加盛會。當日下午大德安寧病房由醫護同仁及志工團隊聯合舉辦慶元宵活

動，節目精彩包括：開春跳加官、國樂演奏、韻律群舞、篩元宵、猜燈謎

等，會中並邀請與會者共嚐美味湯圓。

2/22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與板橋榮家合作，宣導「病人自主權

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相關資訊，對象為榮家住民、家屬及工作人員。已

於 2/22、3/8、3/15、3/21、3/22分別辦理 5場，由許若嵐醫師帶領團隊成
員吳佩儒居家護理師、林沛昀心理師、連翊蘋社工師及何怡臻醫務管理師

共同參與服務。

2/22
北榮大德安寧共照護理師與兒科團隊合作，幫助兒癌小病人恩恩製作圓滿

盒留下腳印紀念，並商請「導盲犬協會」訓練師攜帶療癒犬兩隻及專業嬰

兒攝影師，協助在大德安寧病房空中花園拍照留念，完成其母心願。

2/27
「陽明大學」之「護理研究所」研究生周珊如自 108.2.27至 108.6.2止，
每週三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共計 16天，由李劉瀅瀅護理師負責指
導。

3/21
大德基金會第 6屆第 3次董事會議假台北晶華酒店金樽廳召開，針對 107
年基金會之工作成果及財務決算等事項進行討論，由董事長張德明主持，

會議圓滿結束。

■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主治醫師/許若嵐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 【 預 立 醫 療 決 定 】

107年12月-108年2月捐款名單



所有決定都是最好的
　      ～「愛」一直都在

終
於，亞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權利法」

於2019.1.6開始正式上路。其實，在

立法之際，整個台灣社會開始陸續發酵。華人儒

家思想文化薰陶下長大的我們，因為有了「病人

自主權利法」的出現，大家對於在五款特定條件

下，可以行使拒絕特殊醫療的自主權，選擇適合

自己想要的善終-自然地壽終正寢。現在，正視省

思「新觀念升級」的時刻到了：最後時刻，自己

作主！打造屬於自己的善終！捍衛身體的自主權

！我的身體我做主！請尊重我的意願！「預立醫

療決定」是為自己及家人的一份愛的禮物！以上

的這些「病人自主權利法」推動的口號……是值

得大眾開始慢慢去思索個人性的人生觀思維。

臺北榮總是107年度推廣「病人自主權利法

」計畫的全國試辦醫院之一，同時也是全國77

間正式開辦的醫院之一。北榮「預立醫療諮商中

心」團隊於2018年11月20日，正式開始了試辦

第一場預立醫療諮商，試辦期間對象是針對臺北

榮總院內員工及志工。首批非常踴躍積極簽署的

是安寧照護大德病房的志工群，因為身在大德安

寧病房服務，眼前顯現的就是一幕幕「每個人的

動態生命末期」，所以志工們非常有感觸及體認

，若是加上自身曾照顧過重病家屬的過程或自己

曾罹患重病的經歷，簽署的動機非常清楚及簽署

意願是非常明確。

身為「預立醫療諮商中心」團隊一員的我，

對個人來說這不單是全新的工作，還是嶄新的歷

史見證！每一場諮商，每一位意願人，都是獨立

具個別性的，諮商過程中除了諮詢、澄清、正確

回應外，更重要的是傾聽。每一位意願人都有自

身獨一無二的人生經歷，理解意願人他(或她)真

正的想法是什麼？真正擔心的是什麼？真正想做

的決定是什麼？人生過程中曾經體驗到什麼樣的

事件？是直接衝擊並深刻影響到其自身的價值觀

和堅信的信念和執著的想法是什麼…，是非常重

要的！

試辦期間在諮商多場次的過程中，讓我心底

觸動最深刻的是2018.12.28這一場諮商簽署。

原本僅孫女（本院員工）一人確定要簽署，媽媽

和外公第一時間是陪同當見證人，但在諮商的過

程中，竟發展成三代同堂欲一起同時簽署的狀況

，孫女和外公更是在當場直接完成。這位外公深

藏不漏，在諮商過程時，既正式又幽默地要諮商

成員猜猜看他今年幾歲？而且外公還要求我們要

老實回答！當下我們猜是85歲，聽到答案後，

外公炯炯有神的眼神露出光芒，開心笑答他今年

已90歲囉！而今天剛好就是他的生日！外公興

奮極了！問說他今天可不可以也在現場簽署一份

他自己的預立醫療決定書。對我這外人看來，外

公在深思熟慮後，像似堅定地想在他90歲生日

的今天，為自己準備一份額外的生日禮物。在預

備填寫書面的預立醫療決定書之前，外公非常認

真、沉默並專心觀看諮商說明影片，在過程中亦

分享了自己太太長年失智臥床的經驗，並將他心

底的疑惑一一提出討論，而在瞭解後，拿到正式

書面「預立醫療決定書」，外公當下即振筆疾書

將他自己的意願毫不猶豫一一勾選！填妥後，外

公很平靜。雖然抱怨自己老了，這半年寫字手開

始會使不上力，不然他的字，寫的可好看呢！外

公淡淡地進一步透露了自己年輕時讀的是台大土

木系，當年也曾是軍官，如今是榮民！天啊，聽

完及看到外公言行舉止後的我，心中升起陣陣的

佩服，暗暗期許自己將來也能像這位外公一樣，

活到90歲，身體硬朗且耳聰目明，深明大義但

謙沖自牧，舉手投足自信展現出他還可堅毅地為

自己選擇生命所要的！雖然外公的女兒得知爸爸

為自己所選擇的意願結果時，頻頻在旁叮嚀不捨

…，要爸爸再想一下再改一下。但外公仍平穩地

說：「這就是我為自己想的！」。

豐子愷先生說過：「這個世界不是有錢人的

世界，也不是無錢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每個人，都是個別性，是獨特性的，每個人

心裡想要的，心裡想要決定的，會因為他個人的

人生經歷、價值觀、身處的人生階段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思維考量。每個人為自己下的決定應該

都要被尊重。

「人生的最後，劃下自己想要的句點」-這

個議題，是每個人不分年齡不分老幼可能碰到且

需要預先學習安排才能順利達成的！我知道：「

所有決定都是最好的！」。我知道：「愛，一直

都在！」。力量永遠在自己手上！

後記：

2019.1.18 孫女拿著自己及外公健保IC卡到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將最後的書面「預

立醫療決定書」掃描上傳衛福部及健保IC卡註記

完成。孫女在註記當天，開心的分享自己會暫時

到國外進修2年半的時間，屆時期滿後，她還是

希望能夠再回來北榮，到大德安寧病房服務。媽

媽則是最後選擇現階段暫時不簽署。外公，則是

順利將他的意願成為正式具有法律效力的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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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德安寧

療 護 發 展 基 金 會

基於對臨終生命

陪伴照護的使命

永不停歇，我們

創立了「財團法

人大德安寧療護

發展基金會」，

期能永續發展推

動安寧療護，並

將提升末期病人

生命品質當作我

們的神聖使命。

我們亟需您的支

持，為這麼有意

義的工作共襄盛

舉……。

大 德 基 金 會

捐 款 用 途

■補助大德安寧

療護貧困病人之

伴 護 費 、 喪 葬

費、急難救助或

其他全民健保不

給付費用（傷口

之 特 殊 敷 料 、

攜 帶 型 止 痛 設

備、芳香治療精

油、止吐貼片、

特殊減壓床墊、

藝術治療及靈性

關懷專家車馬費

等）。

■支應大德安寧

療護業務推展所

需之相關費用。

■辦理大德安寧

療護團隊工作人

員教育訓練及國

內外進修，院際

交流、學術研討

等活動。 

■補助大德安寧

療 護 相 關 之 研

究、論文發表、

刊物出版，志工

教 育 訓 練 與 召

募，遺族悲傷輔

導等事項所需之

相關費用。

■接受主管機關

指導辦理事項。

■其他有關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

業事項。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802440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感謝您

的支持！

大德之愛大德之愛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諮商中心/護理師/李曉雯

早
上一來上班就打開接待櫃台的電燈與

電腦，身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

」行政人員的我，準備好今日預訂要來諮商的

文件以及工作資料，展開一整天「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中心」的臨櫃服務。

回想起三個月前，還搞不清楚「病人自主權

利法」、「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預立醫療決

定」是什麼？即使上完規定的課程後，還不是完

全熟悉清楚，就開始北榮「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的試辦作業。俗話說凡事起頭難，身坐在預約掛

號諮詢櫃檯的我，第一次結結巴巴向來諮詢的民

眾解說，遇臨床性問題時即向本中心的專業人員

請教。除了預約諮詢外，還需要做些行政相關的

資料建置與報表製作，以及諮商後的相關文件上

傳作業，這一切全靠著與團隊一點一滴建立起整

個諮商中心的作業流程。

時至如今，在每日與諮詢者的實際互動中

，透過傾聽、溝通與解說，已能了解民眾為何

要來簽署預立醫療的決定，並適時協助完成預

約。曾有一位榮民李伯伯從收音機上聽聞「病

人自主權利法」即來電話諮詢，很想要簽署預

立醫療決定，不知該如何做，當下我就解說告

知應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法定成員有那些

，以及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時需有兩位見證人簽

署或公證人公證。但李伯伯表示，目前單身，

家人也只剩兄弟姊妹，但疏於往來，不知該如

何是好？我站在同理的角度告訴李伯伯，相信

你也是愛你的家人，才會想要來簽署預立醫療

決定，可以先試著邀請看看，如果真的不行可

再與我們連繫。這中間李伯伯害怕沒邀請到家

人而無法來做諮商，因而用電話來回溝通了數

次，才確定好諮商日期。經由這個過程，可以

感受到李伯伯從一開始既期待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又有部分焦慮的心情轉折，協助敲定好諮

商時間後終於讓李伯伯心中的石頭放下。

另一位近90歲的張爺爺，他是自己使用電腦

上臺北榮總官網，仔細研讀「病人自主權利法」

相關的資訊，以及詳細閱讀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的流程後，主動來院預約。幫這位張爺爺預約時

，看到他手上拿著準備諮商時要詢問的問題書寫

於紙上，心中便相信這位已年近90歲的爺爺對於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前已做足了功課，並且清楚的

了解知道自己為何而來，當下可以感受到爺爺自

主的程度非常的高，為自己所擁有的權利而負起

責任並展開行動執行，看到爺爺的一言一行，讓

我心中非常的感動佩服。

在每日的行政工作裡，每每面對臨櫃及電

話諮詢的民眾，有時也聽著諮詢者分享著他們

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想法與準備的過程

。看著每位來諮詢或者來預約的意願人，無論

是帶著好奇心或者是已期待許久，終於等到的

喜悅的心情，讓我想起在「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一條，已點出此法的三大核心精神，除保障

病人善終權益，還尊重病人醫療自主權，最後

也希望促進醫病關係和諧。而此法更保障了每

個人對於自己的疾病，都擁有知情、選擇與決

定的權利。預立醫療決定是份愛的禮物，不僅

愛自己更是愛家人，是一份可以及早簽署的「

愛的禮物」。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
　專任助理/李苡彤

年
過七十歲的阿英婆婆以雨傘做拐

杖，獨自搭捷運轉公車來到本院

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d Care 

Planning, ACP)。阿英婆婆的丈夫在十年前因

大腸癌離世，她唯一的親人是長年居住在國外

的獨子，這次也在返台期間前來陪同參與媽媽

的預立醫療諮商，擔任二等親屬。阿英婆婆訴

說著某天丈夫因出血緊急送往醫院急救，人雖

然救回來了，但意識不清且多次自己扯掉鼻胃

管，一個月後還是走了。阿英婆婆既無奈又感

概，搖頭表示延長一個月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

，更何況感受到丈夫這一個月受了許多痛苦。

回憶起十幾年前的這段經歷，一字一句的描述

彷彿昨日才發生。

當諮商團隊向阿英婆婆說明要符合五款臨床

條件才能執行預立醫療決定，阿英婆婆露出困惑

的眼神，此時兒子舉出父親罹癌前中風的例子，

諮商團隊也從法律與醫療倫理層面說明，讓阿英

婆婆更瞭解上述內容，只看到阿英婆婆的心情隨

著旁人的解釋而越來越複雜。此時，困住阿英婆

婆的不是無法理解內容，而是先前的認知與實際

的醫療條款規定內容有所落差，因而產生了情緒

。她原本以為預立醫療決定是可以在任何情況下

都免於任何急救，但事實並非如此。阿英婆婆失

望的神情全寫在臉上，提到自己年歲已長也活夠

了，不希望變成丈夫的樣子，更不希望造成晚輩

的負擔。

有些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的意願人或親友會擔

心後續的醫療處置程序太過簡略，可能會隨便地被

醫療團隊放棄；相對的，也有些意願人則希望保障

的內容能更多更廣，甚至希望未來不管遇到任何意

外狀況都可以免於急救。這些人通常很希望能保持

尊嚴善終，不希望遇到急救的不良後果，如：半死

不活、沒有意識卻被插滿管子……等。

人本心理學相信：「人本身有正向成長的潛

力，追求價值與意義」。然而每個人、每個家庭

對於生命價值的定義不同，有些人要活得有生活

品質、有些人追求生命意義、有些人不想成為親

友或他人的負擔，或不願讓家人承擔做決定的辛

苦。沒有一個標準的方式能符合每個人、每個家

庭的期待。因此，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醫療

團隊會盡可能地去理解意願人的需求，並透過這

樣的理解，協助立下一份意願人為保障自己的預

立醫療決定。

記得，有

位高齡九十多

歲的爺爺說著

自己經歷過的

戰爭、對生命的豁達、對死亡的接受，但就在要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時，爺爺停格了三秒鐘，緩緩

說出「這一刻，我突然感覺死亡其實很靠近」。

在立下預立醫療決定時，很多的感受或回憶會突

然湧現，可能是與家人的過往相處點滴、自身或

家人的生病經驗、接近死亡的感受…等。

在此，我要感謝每位來參與諮商的意願人，

他們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即使知道會再勾起

感傷的回憶、需要預先設想悲傷來臨的那一刻，

仍能堅持著自己對生命的理念，著實的展現生命

的韌性與勇敢。更謝謝他們願意讓我參與這不凡

的時刻，去理解每個人、每個故事，讓我能很真

實的接觸到人的感情與溫度。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臨床心理師/林沛昀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今年(108.1.6)開始施

行，北榮於107年11月便開始試辦提供「預立醫

療照護諮商服務」，希望能協助民眾預作生命

安排。我身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助人工作者，對

於著手這項新穎的業務挑戰，更希望的是能夠

協助意願人瞭解可以為自己作主。「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服務」的成立便是諮商團隊陪伴意願

人與家屬練習告別的場域。

終有一天，我們的人生皆必須走到終點，如

果因為重病不能為自己發聲，表達想接受的醫

療照護方式時，您有想過要怎麼活著嗎？身邊

的親友又如何面對我們即將離世呢？倘若能為

自己提早準備如何面對死亡、瞭解摯愛親友的

想法，是不是就能避免延長不必要的痛苦以及

減少家人面對抉擇的煎熬呢？

進行諮商的過程中，諮商人員會相互補位，

協助意願人及家屬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所

保障的內容，以及「預立醫療決定書」所彰顯

的特殊醫療權

。除此之外，

我更感受到自

己是個「偷故

事的人」。例

如：蘇奶奶因

過去擔任女兵的經驗，經歷過戰火而能灑脫面

對生死；韓阿姨因受到過去手足面對父母臨終

時的醫療決定而發生的分歧，故希望以後當自

己要謝幕時，自己的子女不用像她一樣經歷這

樣的痛楚；陳小姐因在醫院工作，常目睹病人

急救過程中家屬所面臨的苦痛歷歷在目，希望

選擇不接受維生治療，為家人預留一份愛的禮

物……。

透過一位位有故事的人，透過溝通、關懷與

陪伴，藉由「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的場域

，嘗試拉近一般民眾與醫療的距離，以及協助

家人相互瞭解。意願人帶來他們的生命經驗，

我們更是引導家人間彼此溝通的觸媒，一同引

領意願人及家屬練習告別的旅途。

練習告別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社工師/連翊蘋

愛的禮物

病人自主權利法簡介單張 (轉載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網站)

李曉雯護理師(右1)、許若嵐醫師(左1)及三
代同堂的意願人

本中心櫃台之一角，照片裡的「ACP」
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英文縮寫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一隅

連翊蘋社工師(左1)與蘇奶奶
(右3)、諮商團隊合影

本文作者林沛昀臨床心理師



所有決定都是最好的
　      ～「愛」一直都在

終
於，亞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權利法」

於2019.1.6開始正式上路。其實，在

立法之際，整個台灣社會開始陸續發酵。華人儒

家思想文化薰陶下長大的我們，因為有了「病人

自主權利法」的出現，大家對於在五款特定條件

下，可以行使拒絕特殊醫療的自主權，選擇適合

自己想要的善終-自然地壽終正寢。現在，正視省

思「新觀念升級」的時刻到了：最後時刻，自己

作主！打造屬於自己的善終！捍衛身體的自主權

！我的身體我做主！請尊重我的意願！「預立醫

療決定」是為自己及家人的一份愛的禮物！以上

的這些「病人自主權利法」推動的口號……是值

得大眾開始慢慢去思索個人性的人生觀思維。

臺北榮總是107年度推廣「病人自主權利法

」計畫的全國試辦醫院之一，同時也是全國77

間正式開辦的醫院之一。北榮「預立醫療諮商中

心」團隊於2018年11月20日，正式開始了試辦

第一場預立醫療諮商，試辦期間對象是針對臺北

榮總院內員工及志工。首批非常踴躍積極簽署的

是安寧照護大德病房的志工群，因為身在大德安

寧病房服務，眼前顯現的就是一幕幕「每個人的

動態生命末期」，所以志工們非常有感觸及體認

，若是加上自身曾照顧過重病家屬的過程或自己

曾罹患重病的經歷，簽署的動機非常清楚及簽署

意願是非常明確。

身為「預立醫療諮商中心」團隊一員的我，

對個人來說這不單是全新的工作，還是嶄新的歷

史見證！每一場諮商，每一位意願人，都是獨立

具個別性的，諮商過程中除了諮詢、澄清、正確

回應外，更重要的是傾聽。每一位意願人都有自

身獨一無二的人生經歷，理解意願人他(或她)真

正的想法是什麼？真正擔心的是什麼？真正想做

的決定是什麼？人生過程中曾經體驗到什麼樣的

事件？是直接衝擊並深刻影響到其自身的價值觀

和堅信的信念和執著的想法是什麼…，是非常重

要的！

試辦期間在諮商多場次的過程中，讓我心底

觸動最深刻的是2018.12.28這一場諮商簽署。

原本僅孫女（本院員工）一人確定要簽署，媽媽

和外公第一時間是陪同當見證人，但在諮商的過

程中，竟發展成三代同堂欲一起同時簽署的狀況

，孫女和外公更是在當場直接完成。這位外公深

藏不漏，在諮商過程時，既正式又幽默地要諮商

成員猜猜看他今年幾歲？而且外公還要求我們要

老實回答！當下我們猜是85歲，聽到答案後，

外公炯炯有神的眼神露出光芒，開心笑答他今年

已90歲囉！而今天剛好就是他的生日！外公興

奮極了！問說他今天可不可以也在現場簽署一份

他自己的預立醫療決定書。對我這外人看來，外

公在深思熟慮後，像似堅定地想在他90歲生日

的今天，為自己準備一份額外的生日禮物。在預

備填寫書面的預立醫療決定書之前，外公非常認

真、沉默並專心觀看諮商說明影片，在過程中亦

分享了自己太太長年失智臥床的經驗，並將他心

底的疑惑一一提出討論，而在瞭解後，拿到正式

書面「預立醫療決定書」，外公當下即振筆疾書

將他自己的意願毫不猶豫一一勾選！填妥後，外

公很平靜。雖然抱怨自己老了，這半年寫字手開

始會使不上力，不然他的字，寫的可好看呢！外

公淡淡地進一步透露了自己年輕時讀的是台大土

木系，當年也曾是軍官，如今是榮民！天啊，聽

完及看到外公言行舉止後的我，心中升起陣陣的

佩服，暗暗期許自己將來也能像這位外公一樣，

活到90歲，身體硬朗且耳聰目明，深明大義但

謙沖自牧，舉手投足自信展現出他還可堅毅地為

自己選擇生命所要的！雖然外公的女兒得知爸爸

為自己所選擇的意願結果時，頻頻在旁叮嚀不捨

…，要爸爸再想一下再改一下。但外公仍平穩地

說：「這就是我為自己想的！」。

豐子愷先生說過：「這個世界不是有錢人的

世界，也不是無錢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每個人，都是個別性，是獨特性的，每個人

心裡想要的，心裡想要決定的，會因為他個人的

人生經歷、價值觀、身處的人生階段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思維考量。每個人為自己下的決定應該

都要被尊重。

「人生的最後，劃下自己想要的句點」-這

個議題，是每個人不分年齡不分老幼可能碰到且

需要預先學習安排才能順利達成的！我知道：「

所有決定都是最好的！」。我知道：「愛，一直

都在！」。力量永遠在自己手上！

後記：

2019.1.18 孫女拿著自己及外公健保IC卡到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將最後的書面「預

立醫療決定書」掃描上傳衛福部及健保IC卡註記

完成。孫女在註記當天，開心的分享自己會暫時

到國外進修2年半的時間，屆時期滿後，她還是

希望能夠再回來北榮，到大德安寧病房服務。媽

媽則是最後選擇現階段暫時不簽署。外公，則是

順利將他的意願成為正式具有法律效力的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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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德安寧

療 護 發 展 基 金 會

基於對臨終生命

陪伴照護的使命

永不停歇，我們

創立了「財團法

人大德安寧療護

發展基金會」，

期能永續發展推

動安寧療護，並

將提升末期病人

生命品質當作我

們的神聖使命。

我們亟需您的支

持，為這麼有意

義的工作共襄盛

舉……。

大 德 基 金 會

捐 款 用 途

■補助大德安寧

療護貧困病人之

伴 護 費 、 喪 葬

費、急難救助或

其他全民健保不

給付費用（傷口

之 特 殊 敷 料 、

攜 帶 型 止 痛 設

備、芳香治療精

油、止吐貼片、

特殊減壓床墊、

藝術治療及靈性

關懷專家車馬費

等）。

■支應大德安寧

療護業務推展所

需之相關費用。

■辦理大德安寧

療護團隊工作人

員教育訓練及國

內外進修，院際

交流、學術研討

等活動。 

■補助大德安寧

療 護 相 關 之 研

究、論文發表、

刊物出版，志工

教 育 訓 練 與 召

募，遺族悲傷輔

導等事項所需之

相關費用。

■接受主管機關

指導辦理事項。

■其他有關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

業事項。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802440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感謝您

的支持！

大德之愛大德之愛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諮商中心/護理師/李曉雯

早
上一來上班就打開接待櫃台的電燈與

電腦，身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

」行政人員的我，準備好今日預訂要來諮商的

文件以及工作資料，展開一整天「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中心」的臨櫃服務。

回想起三個月前，還搞不清楚「病人自主權

利法」、「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預立醫療決

定」是什麼？即使上完規定的課程後，還不是完

全熟悉清楚，就開始北榮「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的試辦作業。俗話說凡事起頭難，身坐在預約掛

號諮詢櫃檯的我，第一次結結巴巴向來諮詢的民

眾解說，遇臨床性問題時即向本中心的專業人員

請教。除了預約諮詢外，還需要做些行政相關的

資料建置與報表製作，以及諮商後的相關文件上

傳作業，這一切全靠著與團隊一點一滴建立起整

個諮商中心的作業流程。

時至如今，在每日與諮詢者的實際互動中

，透過傾聽、溝通與解說，已能了解民眾為何

要來簽署預立醫療的決定，並適時協助完成預

約。曾有一位榮民李伯伯從收音機上聽聞「病

人自主權利法」即來電話諮詢，很想要簽署預

立醫療決定，不知該如何做，當下我就解說告

知應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法定成員有那些

，以及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時需有兩位見證人簽

署或公證人公證。但李伯伯表示，目前單身，

家人也只剩兄弟姊妹，但疏於往來，不知該如

何是好？我站在同理的角度告訴李伯伯，相信

你也是愛你的家人，才會想要來簽署預立醫療

決定，可以先試著邀請看看，如果真的不行可

再與我們連繫。這中間李伯伯害怕沒邀請到家

人而無法來做諮商，因而用電話來回溝通了數

次，才確定好諮商日期。經由這個過程，可以

感受到李伯伯從一開始既期待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又有部分焦慮的心情轉折，協助敲定好諮

商時間後終於讓李伯伯心中的石頭放下。

另一位近90歲的張爺爺，他是自己使用電腦

上臺北榮總官網，仔細研讀「病人自主權利法」

相關的資訊，以及詳細閱讀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的流程後，主動來院預約。幫這位張爺爺預約時

，看到他手上拿著準備諮商時要詢問的問題書寫

於紙上，心中便相信這位已年近90歲的爺爺對於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前已做足了功課，並且清楚的

了解知道自己為何而來，當下可以感受到爺爺自

主的程度非常的高，為自己所擁有的權利而負起

責任並展開行動執行，看到爺爺的一言一行，讓

我心中非常的感動佩服。

在每日的行政工作裡，每每面對臨櫃及電

話諮詢的民眾，有時也聽著諮詢者分享著他們

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想法與準備的過程

。看著每位來諮詢或者來預約的意願人，無論

是帶著好奇心或者是已期待許久，終於等到的

喜悅的心情，讓我想起在「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一條，已點出此法的三大核心精神，除保障

病人善終權益，還尊重病人醫療自主權，最後

也希望促進醫病關係和諧。而此法更保障了每

個人對於自己的疾病，都擁有知情、選擇與決

定的權利。預立醫療決定是份愛的禮物，不僅

愛自己更是愛家人，是一份可以及早簽署的「

愛的禮物」。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
　專任助理/李苡彤

年
過七十歲的阿英婆婆以雨傘做拐

杖，獨自搭捷運轉公車來到本院

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d Care 

Planning, ACP)。阿英婆婆的丈夫在十年前因

大腸癌離世，她唯一的親人是長年居住在國外

的獨子，這次也在返台期間前來陪同參與媽媽

的預立醫療諮商，擔任二等親屬。阿英婆婆訴

說著某天丈夫因出血緊急送往醫院急救，人雖

然救回來了，但意識不清且多次自己扯掉鼻胃

管，一個月後還是走了。阿英婆婆既無奈又感

概，搖頭表示延長一個月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

，更何況感受到丈夫這一個月受了許多痛苦。

回憶起十幾年前的這段經歷，一字一句的描述

彷彿昨日才發生。

當諮商團隊向阿英婆婆說明要符合五款臨床

條件才能執行預立醫療決定，阿英婆婆露出困惑

的眼神，此時兒子舉出父親罹癌前中風的例子，

諮商團隊也從法律與醫療倫理層面說明，讓阿英

婆婆更瞭解上述內容，只看到阿英婆婆的心情隨

著旁人的解釋而越來越複雜。此時，困住阿英婆

婆的不是無法理解內容，而是先前的認知與實際

的醫療條款規定內容有所落差，因而產生了情緒

。她原本以為預立醫療決定是可以在任何情況下

都免於任何急救，但事實並非如此。阿英婆婆失

望的神情全寫在臉上，提到自己年歲已長也活夠

了，不希望變成丈夫的樣子，更不希望造成晚輩

的負擔。

有些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的意願人或親友會擔

心後續的醫療處置程序太過簡略，可能會隨便地被

醫療團隊放棄；相對的，也有些意願人則希望保障

的內容能更多更廣，甚至希望未來不管遇到任何意

外狀況都可以免於急救。這些人通常很希望能保持

尊嚴善終，不希望遇到急救的不良後果，如：半死

不活、沒有意識卻被插滿管子……等。

人本心理學相信：「人本身有正向成長的潛

力，追求價值與意義」。然而每個人、每個家庭

對於生命價值的定義不同，有些人要活得有生活

品質、有些人追求生命意義、有些人不想成為親

友或他人的負擔，或不願讓家人承擔做決定的辛

苦。沒有一個標準的方式能符合每個人、每個家

庭的期待。因此，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醫療

團隊會盡可能地去理解意願人的需求，並透過這

樣的理解，協助立下一份意願人為保障自己的預

立醫療決定。

記得，有

位高齡九十多

歲的爺爺說著

自己經歷過的

戰爭、對生命的豁達、對死亡的接受，但就在要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時，爺爺停格了三秒鐘，緩緩

說出「這一刻，我突然感覺死亡其實很靠近」。

在立下預立醫療決定時，很多的感受或回憶會突

然湧現，可能是與家人的過往相處點滴、自身或

家人的生病經驗、接近死亡的感受…等。

在此，我要感謝每位來參與諮商的意願人，

他們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即使知道會再勾起

感傷的回憶、需要預先設想悲傷來臨的那一刻，

仍能堅持著自己對生命的理念，著實的展現生命

的韌性與勇敢。更謝謝他們願意讓我參與這不凡

的時刻，去理解每個人、每個故事，讓我能很真

實的接觸到人的感情與溫度。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臨床心理師/林沛昀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今年(108.1.6)開始施

行，北榮於107年11月便開始試辦提供「預立醫

療照護諮商服務」，希望能協助民眾預作生命

安排。我身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助人工作者，對

於著手這項新穎的業務挑戰，更希望的是能夠

協助意願人瞭解可以為自己作主。「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服務」的成立便是諮商團隊陪伴意願

人與家屬練習告別的場域。

終有一天，我們的人生皆必須走到終點，如

果因為重病不能為自己發聲，表達想接受的醫

療照護方式時，您有想過要怎麼活著嗎？身邊

的親友又如何面對我們即將離世呢？倘若能為

自己提早準備如何面對死亡、瞭解摯愛親友的

想法，是不是就能避免延長不必要的痛苦以及

減少家人面對抉擇的煎熬呢？

進行諮商的過程中，諮商人員會相互補位，

協助意願人及家屬瞭解「病人自主權利法」所

保障的內容，以及「預立醫療決定書」所彰顯

的特殊醫療權

。除此之外，

我更感受到自

己是個「偷故

事的人」。例

如：蘇奶奶因

過去擔任女兵的經驗，經歷過戰火而能灑脫面

對生死；韓阿姨因受到過去手足面對父母臨終

時的醫療決定而發生的分歧，故希望以後當自

己要謝幕時，自己的子女不用像她一樣經歷這

樣的痛楚；陳小姐因在醫院工作，常目睹病人

急救過程中家屬所面臨的苦痛歷歷在目，希望

選擇不接受維生治療，為家人預留一份愛的禮

物……。

透過一位位有故事的人，透過溝通、關懷與

陪伴，藉由「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的場域

，嘗試拉近一般民眾與醫療的距離，以及協助

家人相互瞭解。意願人帶來他們的生命經驗，

我們更是引導家人間彼此溝通的觸媒，一同引

領意願人及家屬練習告別的旅途。

練習告別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社工師/連翊蘋

愛的禮物

病人自主權利法簡介單張 (轉載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網站)

李曉雯護理師(右1)、許若嵐醫師(左1)及三
代同堂的意願人

本中心櫃台之一角，照片裡的「ACP」
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英文縮寫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一隅

連翊蘋社工師(左1)與蘇奶奶
(右3)、諮商團隊合影

本文作者林沛昀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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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綱 1000 
鄭夢萍 1000 
蕭仲晏 1000 
鍾承翰 1000 
蘇美仁 1000 
顧自強 1000 
申亞男 900 
全國公證檢驗900 
朱陳貴美 900 
朱潤玉 900 
吳玥璇 900 
李光喜 900 
林桂蘭 900 
許滿子 900 
陳秀雲 900 
陳彥仁 900 
陳淑琴 900 
曾允芊 900 
曾允柔 900 

黃甫華等 2人900 
黃堂榮 900 
黃興長 900 
楊素真 900 
楊森源 900 
鄭永華 900 
鄭琍琍 900 
謝雪娟 900 
林美蓮 800 
張鈺煌 800 
郭兒聿 800 
張家瑋 700 
無名氏 700 
盧建成 630 
J.C 美睫 600 
丁文傑 600 
吳信翰等 2人600 
吳珮安等 4人600 
呂志誠 600 
李魁塘 600 
汪建宏 600 
汪瓊芳 600 
林文進 600 
林恩佑 600 
洪銘堯 600 
孫　凡 600 
高林綢 600 
莊忠興等 8人600 
莊鄭蘭嬌 600 
陳宣吟 600 
陳菁若 600 
陳碧蘭 600 
陳錦民 600 
無名氏等 8人600 
項偉鳳 600 
黃志顯 600 
黃政棠 600 
溫家慶 600 
董虔呈 600 
劉雅雯 600 
鄭國培 600 
戴美裕 600 
山姆大叔企業社500 
王元一 500 
田其昌等 2人500 
吳祖熙 500 
吳菁菁 500 
李麗雲 500 
卓育君 500 
周心彤 500 
周凱雄 500 
周逸芹 500 
林亭瑩 500 
邱彤恩 500 
施秀渼 500 
卿珍玉 500 
高仁和 500 
高雪惠 500 
康益軒 500 

張雅庭 500 
張蕙茵 500 
莊旭承 500 
莊學鵬 500 
陳　暐 500 
陳湘盈 500 
幾　賀 500 
彭綉容 500 
無名氏 500 
睫熙美學院 500 
葉秀順 500 
廖莊圓 500 
劉兆熹 500 
劉育伶 500 
劉阿月 500 
劉家榆 500 
劉淑珍 500 
鄭名琁 500 
鄭君華 500 
鄭承洋 500 
鄭春香 500 
鄭炳耀 500 
鄭景元 500 
鄭麗雲 500 
蕭伊晏 500 
藍裕翔 500 
羅貴雯 500 
郭晋佑 400 
楊清偉 400 
謝振旺 400 
蘇政傑 400 
尹永霖 300 
尹建庭 300 
尹緯鈞 300 
王冠Ｏ 300 
申國標 300 
吳金行 300 
吳葉秀芬 300 
呂佩珊 300 
李秀美 300 
汪吳敏惠 300 
林凡茜 300 
林有志 300 
林宜瑩 300 
林振平 300 
林毓淇 300 
林毓程 300 
洪玉華 300 
孫荔珍 300 
張芙容 300 
張美惠 300 
張宸郡 300 
張喬涵 300 
張詠晴 300 
莊芮忻 300 
許紀笑玉 300 
許香竹 300 
郭心蔚 300 
陳欣穎 300 

陳武雄 300 
陳麗美 300 
傅美蘭 300 
無名氏 300 
無名氏 300 
蔡一郎 300 
裕和祠福德正神300 
蔡慧芳 300 
蔡慧萍 300 
蔡謝緞 300 
鄭百吟全家 300 
藍至國 300 
藍翊文 300 
羅俊鎬 300 
何世弘 200 
何佳穎 200 
余　祥 200 
呂宥琳 200 
李秀治 200 
李佳靜 200 
李家安 200 
周秀桃 200 
林慧雯 200 
倪美鈴 200 
袁艷君等 2人200 
高慧君 200 
張金樹 200 
張苓綾 200 
張凱鈞 200 
莊協祥 200 
郭元媛 200 
郭凱翔 200 
陳英美 200 
無名氏 200 
黃文龍 200 
黃邵群 200 
黃瑀帆 200 
黃瑀慈 200 
楊碧玉 200 
蔡高明等 2人200 
謝麗君 200 
丁樫隆 120 
王誼婕 100 
吳榮一 100 
呂睿棋等 2人100 
柯沛儀 100 
莊閎森 100 
許子淳 100 
許燕忠 100 
陳周阿鳳 100 
陳榮華 100 
湯文牽 100 
黃嘉玲 100 
廖柏丞 100 
蕭玉枝 100 
賴威樵等 4人100 
謝旭東 100 

今
年1月6號，全亞洲第一部全面保障病人主

權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簡稱《病

主法》）正式施行，在推廣全民善終權的道路上

又往前一大步。

《病主法》透過法律字句的保障，強調病人

的 "知情、選擇和決定權"；當我們生病時，我們

有權利知道自己的病情診斷、治療、選擇與預後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需要的，同時，我們也可以

拒絕我們不需要的。於是，《病主法》希望任

何具完全行為能力(註一)者，可透過與醫療團隊

、家人、甚至醫療委任代理人的「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ACP）」，討論

：當日後處於特定狀況時，接受或拒絕的醫療

照護方式，立下書面的「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AD）」。

《病主法》的預立醫療決定(AD)和安寧條例

之拒絕文件-心肺復甦術(DNR)有什麼不同？

 這是我們在諮商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我已經簽了DNR，還需要簽這個嗎？」

本欄下方圖表可以清楚的說明兩者的不同。

DNR只適用在末期病人，而AD擴大它的適

用範圍到五種臨床狀況：除了末期病人外，不可

逆轉腦昏迷、永久性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及主管

機關認定之一些目前醫療無法治癒，病人又痛苦

難受的一些罕見疾病，都可以預立醫療決定。並

且，DNR只能拒絕心肺復甦術(CPR)等維生醫療

，而AD則除了CPR外，意願人可以選擇接受、

拒絕或撤除「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

養」等醫療照護。

我可以像簽署DNR一樣，在家自行列印填寫

「預立醫療決定(AD)」即可嗎？

也因為《病主法》的AD可適用更多的臨床

狀況，以及有更多的醫療照護選項，所以會希望

由意願人和至少一位二等親屬的家人，和由醫師

、護理師、心理師或社工師所組成的醫療團隊

，一起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ACP）」，作溝通、討論意願人自己

的善終意願，簽署AD。另外，ACP的另一個目

的，是希望藉由二等親或更多親屬參與，讓家人

間溝通生死議題，確定瞭解並尊重意願人的決定

，尊嚴善終。

那要如何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要如何

才能生效啟動？

任何人年滿20歲或已婚，只要你有簽署AD

的意願，就可以邀請二等親內親屬至少一位，向

醫療機構預約ACP。這時候，我們的諮商團隊會

和意願人及家屬討論日後在五大臨床條件：1.末

期病人；2.不可逆轉之昏迷；3.永久植物人狀態

；4.極重度失智；5.其他經政府公告之重症情況

下，選擇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

營養及流體餵養」。

說明：「維持生命治療」是包括心肺復甦術

、重症感染時所需之抗生素，血液製品，等任何

可能延長生命的必要醫療措施。「人工營養及流

體餵養」是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方式餵養食物

與水分，如鼻胃管、胃造口、全靜脈營養等…。

當意願人簽署完AD，並有兩位見證人在場見

證或公證人公證，醫療機構便會給予核章，並上

傳註記於健保卡中。但是必須要等到兩位專科醫

師確診，及安寧團隊兩次照會，確認符合AD中的

五種臨床條件時，才會啟動AD。AD啟動後，如

果意願人是選擇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或「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便會給予安寧緩和之支

持性治療，尊嚴善終。

諮商會議時，還會常遇到意願人和家屬問：

1. 這和安樂死有什麼不一樣？

《病主法》不是

安樂死，而是尊重病

人意願，不靠加工醫

療的方式去延長生命

，讓病人可以自主決

定要「接受、撤除、

拒絕」對自己無益的

醫療措施，讓生命回

歸自然善終。

2. 不接受人工營養

及流體餵養，不是

等於餓死病人嗎？

 末期病人的身體

已無法正常自然吸收代謝，對熱量養分的需要，

是隨著病情向下順勢身體需求是減少的，有時給

予過多水分、養分，反而造成病人身體額外的負

擔。另外，在脫水及減少營養的狀態下，會使血

液內的酮體積聚，有止痛甚至開心喜悅的感覺。(

孫文榮、璩大成、黃勝堅，2015)

3. 如果家人已經生病、意識不清，可以像

DNR一樣，由家屬幫忙代簽就可以嗎？

不行！《病主法》強調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必須在病人意識清楚，自由意志下決定自己的醫

療意願，不能像DNR一樣，由家屬代簽同意書。

4. 簽署AD後，到了最後時刻，家屬還可以

改變和拒絕嗎？

不行！病人說了算，家屬不得妨礙。AD是《

病主法》保障的有效法律文件，是病人清晰表達

自己醫療自主權的文件，家屬和醫療團隊都不得

更改。

在普遍存有社會輿論、父權文化以及忌諱談

論生死的台灣，《病主法》在維護病人自主及推

廣善終的道路上，是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病

主法》的施行，不僅保障病人的自主，減輕家屬

抉擇的困難，也賦予醫師不急救或撤除的免責，

是一個三贏的局面。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中心」自107年11月試辦以來至108年3月中旬

，已經幫助近150位意願人完成預立醫療決定書

(AD)的簽署。大多數的意願人都有曾經照顧過長

期臥床或末期病人的經驗，深刻了解留有軀殼、

毫無意識的躺在病床上，甚至插滿管子，對病人

和家屬都是何其的痛苦。他們非常地感謝能夠透

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完成AD，讓他(她)們

有機會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們由衷的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諮商，了解自己能夠有自主

權的醫療照護選擇，預約美好告別，讓人生最後

一程圓滿無憾！

註1. 完全行為能力│指年滿20歲，或未滿20歲但

已合法結婚者。

大德病房邀請病友同慶元宵

心願完成-與兒科團隊合作幫助兒
癌小病人在大德病房花園拍照留念

玉里分院安寧(圓馨)病房揭牌現場

大德病房醫護團隊製作溫馨的情
人節告示牌及花束

陳曾基主任(中)蒞臨大德病房同
賀慶元宵

大德病房志工自攜餐點歡聚春節團拜

許若嵐醫師(立者)帶領團隊至板
橋榮家宣導「病人自主權利法」

玉里分院安寧病房開幕北榮林明
慧主任(前排右1)參與出席

心願完成-灌漿製作小病人手腳模型

大德病房家屬向病人於情人節表達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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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

1/7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及臺北榮總合辦的聯合訓練計畫 -2018年安寧
緩和護理專業進階課程 (北區 )，自 108.1/7 - 4/19止，共 9梯 69人 (每梯
5日 )，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臨床實習，由劉曉菁安寧護理教育師負責督
導及安寧團隊成員共同分梯次指導。

1/10
國防、臺北健康大學護理系學生共 16位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觀摩學習，
由劉曉菁安寧護理教育師負責督導。

1/11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安寧 (圓馨 )病房開幕，由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
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慧代表出席致賀。

1/14
臺北榮總三家榮民分院各薦派社工師一位，自 1/14起至北榮大德安寧病
房見習五天，分別為台東分院社工師許純嘉、桃園分院社工師簡妙帆、蘇

澳分院社工師許明如，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督導。

1/21
北榮大德安寧共照護理師特請專家以「琉璃灌漿」方式，精緻做出符合小

病人手、腳大小的模型，完成其父母為愛兒短暫生命中留下可資懷念物品

的心願。

2/14
欣逢西洋情人節，大德病房醫護團隊分別製作溫馨告示牌及以青花椰菜及

新鮮草莓包裝的情人花束，分別向病人及家屬慰問致意。

2/15

大德安寧病房志工循例舉辦一年一度之春節團拜，參加志工皆自攜餐點參

加盛會。當日下午大德安寧病房由醫護同仁及志工團隊聯合舉辦慶元宵活

動，節目精彩包括：開春跳加官、國樂演奏、韻律群舞、篩元宵、猜燈謎

等，會中並邀請與會者共嚐美味湯圓。

2/22

臺北榮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與板橋榮家合作，宣導「病人自主權

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相關資訊，對象為榮家住民、家屬及工作人員。已

於 2/22、3/8、3/15、3/21、3/22分別辦理 5場，由許若嵐醫師帶領團隊成
員吳佩儒居家護理師、林沛昀心理師、連翊蘋社工師及何怡臻醫務管理師

共同參與服務。

2/22
北榮大德安寧共照護理師與兒科團隊合作，幫助兒癌小病人恩恩製作圓滿

盒留下腳印紀念，並商請「導盲犬協會」訓練師攜帶療癒犬兩隻及專業嬰

兒攝影師，協助在大德安寧病房空中花園拍照留念，完成其母心願。

2/27
「陽明大學」之「護理研究所」研究生周珊如自 108.2.27至 108.6.2止，
每週三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共計 16天，由李劉瀅瀅護理師負責指
導。

3/21
大德基金會第 6屆第 3次董事會議假台北晶華酒店金樽廳召開，針對 107
年基金會之工作成果及財務決算等事項進行討論，由董事長張德明主持，

會議圓滿結束。

■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主治醫師/許若嵐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 【 預 立 醫 療 決 定 】

107年12月-108年2月捐款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