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Cover Story

職倫心量尺

以前在學校曾經討論過「倫理」，我認為「倫理」就是做

有益的事、避免有害的事發生，而護理人員有很多的機會可

以做對病人有益的事，當然要避免做對病人不利的事。

維持自主利他原則  做該做的事  

在血液透析室工作，護理人員會長期面對腎友們，對於洗

腎的病患，在飲食衛教方面特別重要；我們要仔細看病人的

抽血報告，然後根據這些資料來教導腎友調整飲食，培養正

確的飲食觀念，並協助血管的維護；這些都是對病人有益的

事。

但是，我曾經遇過在衛教腎友飲食時，腎友不理會我的勸

告，仍然堅持服用不明的中藥，或不配合遵守飲食的注意事

項。當腎友的價值觀和我們不一致時，即使因為護理專業而

需提醒病人，但病人就是不願遵從，飲食控制是需要病人願

意才有用的，我們也無法再強迫，久之，可能就不再如當初

那麼頻繁的叮嚀病人。但是從另一方面想，護理人員明知病

人這麼做對自己的身體不好會影響健康，可能會導致病人的

病情惡化，變成是對病人不利的事會發生。這時我們有沒有

符合護理倫理呢？

我們知道生命倫理有四大原則：尊重自主、利他行善、不

傷害、公平正義原則，被廣泛的用在臨床倫理的討論上。而

其中自主是最熟悉的但也是最易被忽略的原則，「自主」乃

指個人可以自行做決策，簡單的說就是「自己作主」。在醫

療的過程中，病人是有決定自身醫療等相關事項的權利，但

其實就病人而言，一個人在生病不適的這個階段正是他最無

助的時候，又該如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力。例如：在臨床上，

經常可以遇到醫護人員會對躁動、拒絕治療的病患予以必要

的保護性約束，即使病人可能已經明確表態表示自己不願被

約束，我們仍不得不對情緒過於躁動者予以鎮靜安眠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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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約束。但試想，如果當時依照病人

的自主，病人可能會做出傷害到自己

或他人的行為，那或許我們能做的就

只是對病患表現出關懷而已。因此，

在臨床上，真的會出現做好專業與維

護病患權利的兩難。

忍痛讓我練習  病人造就實力

如果每個病人都因為我很資淺而不

願意讓我照顧，那麼我就不可能學

會一些技術，或是累積經驗。沒有血

液透析工作經驗的我，一開始真正照

顧病人之後，所面對的壓力和困擾就

是技術的不純熟，除了對機器還不熟

悉，動作不流暢，更麻煩的是，腎友

可能一星期最少六次的打針會因此而

覺得很痛。一個在書本上好像很簡單

的護理技術，運用在不一樣的病人身

上還是有不同，再加上在操作沒有做

過的技術時會很緊張，很容易不成

功，而又增加了腎友的不舒服與不信

任感，讓原本可能 5 分鐘完成的技術

卻耗了十幾、二十分。站在腎友的立

場，為何自己要多受痛苦，他可以要

求其他技術純熟的護理人員打針，以

減少疼痛，因此，在剛開始多少會遇

到病人的拒絕，但幾經單位護理長及

學姊的悉心指導，不厭其煩的教導，

再加上腎友的容忍，隨著執行技術的

次數增加，也慢慢體會了技巧在哪

裡，漸漸的病人也不再抱著懷疑的眼

神看我，進而感謝我的細心照顧。我

知道我進步了！

其實護理工作就如同其他領域的工

作一樣，有著各式各樣的壓力，現在

我已工作近一年，很多事當然還在學

習中。養成好的工作習慣和態度，多

吸收知識與經驗，讓自己累積實力，

在未來面對其他的難題才能勝任。

在血液透析室工作一年，賴佳汶感謝那些讓她平白多打幾針的病人，幫助她建立起臨床自

信，也會提醒自己養成好的工作習慣，才能面對未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