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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在帶精神科實習，學生閱讀

一篇有關網路成癮與憂鬱相關的研究文

章，學生閱讀完之後才理解網路對人的

心理健康、學業、人際關係有極大的影

響。我詢問學生們什麼時候開始使用手

機、選擇何種上網方案、費率是如何。

結果多數學生的回答是──在高三時學

測一考完，父母就願意放手讓孩子使用

智慧型手機並有上網方案，手機方案多

選擇網路吃到飽。一位學生還很誠實地

說一開始很新鮮在網路逛，漫無目的滑

手機，眼皮已經累了，但手指還繼續

滑，大約到了大三課業較繁重應付各科

實習，才發現不滑手機後時間多出很多

來，原來上網花了她很多時間。很意外

地，問了二十個學生，僅有一位是使用

預付儲值方案，她平均一個月花費不到

30 元，她說學校及宿舍皆有 wifi，她除

了連結免費 wifi 打報告找資料外，大多

時間可以不上網反而能專心讀書。後來

我才知道這位使用預付儲值手機方案的

學生曾得過書卷獎，果然能專心課業學

習與生活管理，不受網路的束縛與誘惑。

瀏覽這幾個月有關「醫療人員」、「護

理」的社會新聞，有正面也有負面的，

醫院工作者把病人的照片放上自己的社

群網站，遭質疑侵犯患者隱私，引起媒

體與社會大眾的撻伐與指責，過去五年

來不時有類似事件發生，整體來說，我

們醫療從業人員必須正視，以防範類似

案件再出現。

醫療工作者在執業時必須注意相關工

作法律的權利與義務，如「醫療法」、

「護理人員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均分別明訂規範醫療工作者在執業必

須遵守相關法律規定，若觸法則有相對

應的罰則。而專屬護理人員的護理人員

法，在第四章業務與責任的第 28 條「護

理人員或護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務

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不得無故洩

漏」之規定，故依護理人員法第 33 條

規定「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之停業處分」，

從上述醫療法及護理人員法的相關規範

與罰則，均限制執行醫療業務不得無故

洩漏病人的病情及資訊。

而最近個資法也逐漸受到重視，2015

年 12 月 30 日《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法

後，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病歷、犯

罪前科、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都納入保

護，即使是媒體與民意代表，若要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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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蒐集個資、處理利用之前，除非個資

已公開，否則都要先向當事人告知並取

得同意，違者最高罰五十萬元罰鍰，若

意圖營利，還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當事人也可向

洩漏個資者求償，每人每一事件最高可

求償兩億元；未來若購物臺、網路書店

再發生個資洩漏問題，都有責任要賠償

被害人。

就病人的隱私權的保護，暢快網路溝

通利與弊，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與調適這

三個面向來思考。

在學校的護理養成教育的課程「護

理學導論」、「基本護理學與技術」、

「護理倫理」課程，均傳遞學生需要保

護病人的隱私，包含暴露身體及侵入性

護理技術時，需要拉門簾、被蓋保護等，

執行各項業務均需詢問病人意見等，強

調保護病人隱私，在精神科實習，也常

提醒學生不得在病房外談論病人任何病

情、個人資料。領有證照護理師每六年

應完成繼續教育課程積分 120 點，其中

專業品質、專業倫理、專業相關法規合

計至少 12 點。不管是學校養成教育或

繼續教育，持續強調相關法律觀念，若

因業務需要而使用相關病人的資訊與圖

片，基於倫理原則及病人之權益必須尊

重病人之意願並獲得其知情同意，才可

使用以運用其私人資料或圖片，這才是

合乎倫理原則之不傷害及自主原則。

在網際網路時代，護理工作時因工作

需求使用智慧型手機作為紀錄與聯繫，

暢快網路溝通有利也有弊，人手一機暢

快網路的時代下，雖然快速立即，手指

滑點時，必須停下來思考用途與目的，

只要攸關病患的個資，包含基本資料、

病歷、病情、照片、身體等，未經病人

同意，不得任意對外人洩漏。

在帶精神科實習中，學生籌辦了一個

團體支持性活動，學生詢問我是否需要

在活動過程中拍照，我提醒學生精神衛

生法第 24 條，未經病人同意者，不得

對病人錄音、錄影或攝影，因此未徵求

病人書面同意是不能任意拍照的。 

護理人員是臨床照護佔最多人力，在

各級醫院、社區、學校、長照機構等扮

演重要的角色，加上護理人力短缺、病

患家屬的就醫心態與要求日趨複雜，護

理人員身心承受極大的壓力，在高度壓

力的工作環境下，護理人員在下班後需

要適當調適身心壓力，以合適的管道讓

自己身心平衡，例如運動、瑜伽、旅行、

戶外休閒活動、閱讀與朋友家人相聚

等，護理是救人、助人的專業，勿讓自

己在網路溝通一時無心疏忽而釀成遺憾

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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