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 

報告者: 洪淑真護理師 
單位: 兒童加護病房 
日期: 20190116 

2019/1/18 1 



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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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醫療文化「至少做一點」的，多半是基
於「多做不會錯」或「求心安」的心態。但
多做真的不會錯嗎?真的就能心安嗎? 

http://talkinglove.tw/?p=3468 



大綱 

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 

Choosing Wisely的緣起  

Take hom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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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 

 

 

 

 

2019/1/18 4 



Overdiagnosis and over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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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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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diagnosis的常見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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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treatment的常見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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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time bias vs. Length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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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diagnosis 
(non-progressive or slow-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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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veruse of med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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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多做不會錯 

缺乏對多做醫療的危險評估 

不明確的症狀 

醫療給付 



 New definition and Pre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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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Number of people affected 

Triggers 

Prognostic ability  



Choosing W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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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Wisely的緣起  

明智選擇運動（Choosing wisely campaign） 

2012年由美國內科醫學會（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ABIM ） 

鼓勵醫病共同討論沒有必要執行的醫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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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W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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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oosingwisely.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5-Questions-
Poster_8.5x11-Eng.pdf 



國內的choosing wisely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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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杰峰 and 陳可欣, 基於實證之臨床處置. 醫療品質雜誌, 2016. 10(4): p. 25-31. 



 
 
 

從不同角度 

看過度醫療(overuse)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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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醫療(Ineffective care) 

口服抗生素治療一般感冒 

術前常規shaving 

無症狀的常規心電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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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療觀點來看 



無效醫療(Ineffective care) 

病人在加護病房只是短暫延後生命 

醫療照顧耗費大量人力，對病人效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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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療觀點來看 



無益醫療(Inefficient care) 

重覆抽血診斷或檢驗 

使用重症醫療照顧輕微疾病 

常規使用後線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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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有效，但執行強度或頻率不恰當 



不想要醫療(Unwanted care) 

病人想要緩和治療，醫師建議進一步治療 

高齡病人接受前列腺癌篩檢 

自費使用高價藥物或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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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建議適當，但病人不想要 



Low-value care/overuse 

無效醫療
(Ineffective 

care) 
政府機關 

不給付、 

限制(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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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益醫療
(Inefficient 

care) 
醫療機構 

減少重覆 

或複合處方
(Lean) 

不想要醫療
(Unwanted 

care) 
病人 

醫病共享 

決策(Listen) 



Take hom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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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 
Over-diagnosis or Over-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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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疾病的盛行率 

提早診斷疾病後，治療的好處與壞處 

該疾病的嚴重程度 

該項篩檢(screening)特異性、精準度如何？ 

確診後，是否有能力去處理疾病問題？ 

雙和醫院譚家偉主治醫師 



Take home message 

抗生素overuse問題 

routine造成的overuse 

擴大疾病定義，造成over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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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ome message 

Overdiagnosis造成過度恐慌及副作用 

文化上差異，造成overuse medical care 

推動精準醫療與SDM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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