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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經常聽聞因照顧者不忍親人

長期受病痛折磨，或因長期照顧重症家

人導致身心疲憊而引發各種社會悲劇事

件，如殺害家人後投案，或是與重病家

人同赴黃泉，令人聞之鼻酸。上一期新

聞解讀，就是由一宗人倫悲劇談護理在

長期照顧領域的重責大任，亦道出長期

照顧護理的型態及護理可扮演的角色及

發展。近日的一起護理之家火災事件，

導火線卻是病人本身不堪病痛的煎熬犯

下的悲劇。不管是前者或後者的情境，

雖都與護理人員有關，但卻不是護理人

員能主導的。

2012 年 10 月 23 日臺灣南部署立新

營醫院北門分院凌晨 3 點半傳出火警，

一位病患不堪久病縱火發洩，竟造成 2
樓護理之家 13 名患者死亡、70 多人受

嗆傷的慘劇。這一宗媒體以「臺灣醫療

史上最慘的醫院火警」為標題的意外事

件，道出了少子化及老年化是全民需因

應的社會課題。但就算是長期機構的設

置、照護人力比、照護能力訓練、防災

救災訓練皆事事完善具備，真的就可以

預防悲劇不再重演嗎？

然而北門事件過後不到一個月，11 月

19 日凌晨 1 點 23 分新北市亞東醫院竟

然又傳出火警，不過這次的起火點位在

1 樓急診旁的核磁共振機房，起火原因

不明，共疏散病患和家屬 390 人、6 人

轉院，所幸未造成傷亡。

近幾年來，由於天災人禍的衝擊，突

顯出醫院「知災、防災、避災及救災」

訓練及管理的重要性，不論是天災或人

禍所造成的傷亡，醫院都是最佳的生理

與心靈救護站；然而醫院本身存在的意

外風險，以近期這二次的祝融事件為例，

不只燒出老人安養安全與老人照護問

題，也再次反映出醫療機構與人員所背

負的沉重壓力。

雖然平日在醫院知災、防災、避災及

救災四大階段不斷地訓練演練，但真實

事件發生時需跟時間賽跑，每一位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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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同仁都希望自己有三頭六臂如超人

般搶救身邊所有的生命、物命。記者與

救難人員描述，「當北門醫院的護士眼

見平日照顧的重症病人沒了呼吸、心

跳，都著急地哭了出來！」這是護理的

悲心，但也是一位醫療從業人員，終生

難以忘懷的遺憾。

事發後，醫護還必須面對社會輿論

與檢調的反覆查問，內心壓力更形巨

大。新聞引述：「檢方表示已展開調

查是否有人為疏失，包括嫌犯縱火時

有病患向護理人員反映，但未獲重視，

也沒採取防範，造成嫌犯再次縱火

⋯⋯」，或是「門反鎖，醫護人員為

找鑰匙延誤時機⋯⋯」等等。透過許

多目擊者抽絲剝繭的陳述，讓醫界引

以為戒，自我反省。

據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統

計去年通報的醫療院所火災案例有

九十八件，八十三件發生於醫院，護

理之家或精神醫療機構各有六件，另

外三件分別是養護機構、診所等。衛

生署分析火災發生原因，以「電器使

用不當」為最多，共 24 件，其中高達

20 件都與烹調食物有關，使用的電器

以微波爐最多；第二名是「線路走火」

有 22 件，主要與插座、線路受損或老

舊、乘載過量有關；第三名則為「設備

故障」，故障的設備包含鍋爐、空調、

變壓器等，另病人或家屬亂丟菸蒂或

引燃物品也不少，以上的事件及統計

資訊都值得我們警惕及學習。

醫院是照護、搶救生命的場所，消防

安全特別受重視，為提升知災、防災、

避災及救災機制，臺北慈院上自院長，

下至清潔人員，全員總動員強化醫院場

所之公共安全及救災能力，或製作醫院

火災案例，運用集會宣導或消防安全檢

測等時機；或進行醫院消防安全總體

檢，只要有異常或安全顧慮，一定要改

善。其他五家慈濟院區也陸續舉辦各種

消防查驗與改善。

過去亦曾思考過自己所工作的醫院，

若在各方面均有良好條件，加上志工陪

伴定能營造「家」的氣氛，應可提供老

人更好的照護，為什麼不設置具特色的

長期照護病房呢？所得到的答案是，證

嚴上人鼓勵為人子女者最好將年邁雙親

回歸家庭照顧，但為讓家人能養家又盡

孝，慈濟醫院可規劃日間照護病房，讓

長者傍晚可以返家享天倫之樂。因為不

論醫院軟硬體環境多優質，自己的家還

是最安全及最舒適溫暖的。其實，這也

是慈濟醫院設置「輕安居」的緣由。

臺灣醫界積極推動走入社區「健康促

進」，帶領民眾闔家增進身心健康；但

若更能鼓勵民眾參與志工服務，則可以

提升「品德生活教育」與正向思維的

「生活價值觀」，增進家庭與社會的和

諧，消弭心靈災難所造成的人禍悲劇。

提供醫院安全是所有醫護、行政人員

的使命及責任，唯有合心協力，時時戒

慎，才能讓醫療環境保持在良善的安全

循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