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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10/18晚間扺達 Brisbane，下榻旅館後為明天要 Present的 session作準備。 

2.10/19-10/20完成報到手續後也和醫院的其他同仁碰面討論一下會議的主題，做好

分配，例如林詩萍去聽「感染」的議題，陳惠錦去聽「手術」的議題，下午大家

聚會一起討論心得，晚上則選了餐廳享受難得的放鬆時光。 

3.10/21利用搭機回台的空檔(因飛機機位疫情期間購買因航班少,只能選擇 10/22 

航班返台)，參觀 Gallery of Modern Art。 

4.手術流程以病人為中心的血液管理_以骨科病人為例 國際會議發言為要點 

(1)術前貧血和手術過程輸血在常會引發病人死亡、產生併發症和延長 住院天數。 

(2)本專案以病人為中心建置臨床路徑，手術前給予適當地貧血照護及 減少失血和 

出血，以及優化病人對貧血的生理耐受性。 

(3) 結果發現骨科手術血液管理計劃有助於改善術前貧血管理，減少術中失血，縮

短骨科手術患者的住院時間，即使是年齡較大的患者 

Key ward：手術、骨科手術患者的住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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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一、目的： 

(一) 參加國際性知名的論壇，以學習目前醫療照護的最新趨勢，提出建議以為本

院後續持續發展之依據。 

(二) 投稿報告本院「手術流程以病人為中心的血液管理_以骨科病人為例」，於會

上分享討論本院經驗，增進本院知名度，並作為再精進依據。 

二、過程： 

(一) WHO在 2021年 5月宣告 Global Patient Safety Action Plan 2021-2030中，提列

除強化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外，另一項重要的議題就是降低 avoidable harm 

in health care，我認為這件事也是我們醫院未來品質的重大目標。具體作法建

議在品質管理中心提出草案，在品安大會上討論確定施行。 

(二) 會議的另一個主題，談到 COVID-19 pandemic對 Patient Safety造成的影響。包

括 high risk patient的傷害、國家 health system的破壞等等。但我覺得更重要的

是疫情也帶來了許多面向的發展，例如醫療體系更有彈性、更快速的反應，

遠距診斷治療的應用，國家、社會、醫院、家庭及個人不同層面的防疫 

措施等等。而這些都需要完整的包含 policy和 practice 兩個面向。 

(三) innovation 在病安這個領域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元素，好幾個 session 都談到如

何運用 innovative Models 來增進病人的安全，也有許多團隊分享他們的成果，

例如澳洲 Louise Ellis的團隊就分享了他們 Evideuce Base的 Online Mental Health 

program 在澳洲全國的運用。目前醫院的醫品圈在 innovation 這一部份較為欠

缺。或許也可作為我們再精進的參考。 

(四) 除了我們醫院，台灣的其他醫院也發展了一些成果包括臺北榮總的” Effective 

ness of the Interactive system for Nursing clinical care Innovation Program”以及臺北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 Machine learning to predict the ischemic stroke among type 2 

DM patient”等等。不過較往年，今年台灣甚至中國、日本等參與者都較往年為

少，不知仍然是否受到疫情的影響，比較起來歐美國家的參與者和先前一樣。

似乎他們走出疫情的步調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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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臺中榮總在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這部份的成果在歷年長官的重視與同仁

的努力下，在臺灣甚至全球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然而大家的進步也非常的快，

參加此次會議感覺大家都跟上來了甚至在很多的領域，我們更需加把勁，才

可能不會像賽跑一樣，過了彎道才發現落後了。 

距上一次來 Brisbane，應該是 4 年前的事了，因為在同樣的會議地點、

住宿地點及行程安排也和 4年前一樣。清晨走路到會議地點一樣的路徑，卻有

著不同的感受。比對了 4年前的相片才了解到為什麼會有些不同的感受。其中

一大部分是這個城市持續的創新及進步，不論是在市集、公園、建築物都有

更多藝術及人文氣息。近二年來，醫院的各項軟硬體設備、環境也進行大幅

度的更新，美感、藝術感加倍，營造一個讓病人、家屬及員工都感到溫馨的

軟硬體環境。也是同樣正確的方向。 

四、建議 

(一)  WHO在 2021年 5月宣告 Global Patient Safety Action Plan 2021-2030中提列

除強化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外，另一項重要的議題就是降低 avoidable harm 

in health care，我認為這件事也是我們醫院未來品質的重大目標。具體作法建

議在品質管理中心提出草案，在品安大會上討論確定施行。 

(二) innovation 在病安這個領域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元素，好幾個 session都談到如 

何運用 innovative Models 來增進病人的安全，也有許多團隊分享他們的成果，

例如澳洲 Louise Ellis的團隊就分享了他們 Evideuce Base的 Online Mental  

Health program在澳洲全國的運用。目前醫院的醫品圈在 innovation 這一部份 

較為欠缺。或許也可作為我們再精進的參考。 

(三) 至 Brisbane參訪過程發現這個城市持續的創新及進步，不論是在市集、公園、

建築物都有更多藝術及人文氣息。與近二年來醫院的各項軟硬體設備、環境

也進行大幅度的更新，不謀而合。建議舊大樓拉皮及院區提供整體美感、藝

術感之物品，提升院區感官人文溫度。 

(四) 臺中榮總在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這部份的成果在歷年長官的重視與同仁的努

力下，在臺灣甚至全球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然而大家的進步也非常的快，參

加此次會議感覺大家都跟上來了甚至在很多的領域，我們更需精進努力，才

可能不會像賽跑一樣，過了彎道才發現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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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發表海報,錄取證明,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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