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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f門需要豕庭醫師
、家庭醫學科”與”家庭醫師’在最近四、五年來是一

個相當時髦的名詞，但是”家庭醫學*半有什麼特色?而

、家庭醫師’與一般醫師究竟有何差別呢?

尸．﹁庭醫師是一個受遏嚴格訓練的

^全科醫師，是以家庭為單位提
供病人<包括患病情況下以及健康情況

下均是)周全及持綺性的醫療照顧;其

診療的病人並不限於禁一年齡群，性別

，或是慕一特定器官。同時也提供整個

家庭長期健康照顧(包括追躊、治療及

轉訟)和預防性診療及衛教。

豕庭醫師的特色

ω完整性，周全性的診療者

家庭醫師在處理病人時，並不只限

於一個器官系統，也常不只限於一種疾

病。更會考慮到社會心理、文化背景、

生物、生理因素，強調以家庭為單位，

對家庭各成員不論年齡、性別、身體上

或精神上的問題，提供周全的醫療服務
0 必要的時候會建議病人作轉診，避免
病人迷路於分斜過分精細的專科中0轉

診之後仍繼緝和所轉介的專科醫師聯

，參與病情討’論，並且協助你對病情的

解

(2)連貫性的診療者

家庭醫師對於家中每一份子的關心

是由產前、幼兒期、學齡期、青少年

期．．．．．．直到成人、中年期、圭化。因此

，個人一生的健原都可在固定的家庭醫

師適切的照顧下，獲得倧障。由於醫師

與病人間長期的認識，他對你和家人的

體質與健康背景都十分清楚。所以比較

容易掌握致病因素，有助於疾病早期的

預防、診斷與治療。

<3)家庭醫療顧問:

能有一位關心你的家庭醫師，每當

家人有健康問題時，隨時都有諮詢的對

象，所提供的諮詢內容包括:一般醫學

常識、疾病注意事項、心理衛生、婚姻

問題、婦幼衛生、營養飲食問題、病後

復健等等。因為多了一份朋友及教師的

角色，有助於你的健康保健以及醫療服

務的內容在質的提升。

(4)預防性的診療者

家庭醫師可提供定期健康檢查討論

陳再晉

從豔簷聶黯鱉雙蓄歡
體檢，病人只顧說話，診療結束時還要我為他

們量血壓、聽．心音，其實早在“談笑風生”中

做遏檢查了。病人比然大悟之餘，對我們效率

之高遼歎為觀止呢!

根據我的行醫經驗，建議年輕的醫師們，

不要一味地以現代科技檢查<有時候是不成熟

的科技)，替代人性的傳統診療法。

以前上醫學倫理課程時，邱仕縈教授曾經

半開玩笑的說:“外科醫師看內面，內科醫師

看丙齟算命
看外面”這些年來，內視鏡檢、超音波掃聒

技術的開發，固然使內科醫師獲得了“無孔不

入”，甚至於“闐山強渡，沒洞也．要入”(如

腹腔鏡檢)的笑評。但基本上，門訟診查病人

的方法離不了中國醫學的望聞問切，或是物理

診斷學的問診、視診、觸診、聽診與叩診0

猶記小時候在鄉下看遏算命先生的技倆，

不外察言觀色，外加套招，就能說得口沫橫飛

，句句扣人心絃。其實，那不遏是十之/、九由

當事人道出事實真相，再由那些“半仙”加以

整理重述一番，指出它可能引起的後果<命運

、



表，為你作定期性的健診，以求早期發

現疾病，而加以治療，並且對你全家人

的健康情況有一份完整的健康記錄。

醫院家庭醫學科的功育皂

由上述家庭醫師的特色，我們可以

知道家庭醫師是屬於第一絰的基層醫療

照顧者。那麼比較屬於後線的大醫院為

什麼有也家庭醫學科的存在呢?它的功

能叉是什麼呢?

大醫院的家庭醫學科提供完整的、

標準的家庭醫師照顧家庭，以及其成員

的醫療模式，由資深而有經驗的醫師主

持。年輕的家庭醫師由協助資深醫師處

理病患的遏程中學習，進而成長為理想

且獨立的家庭醫師，以便到基層服務。

總而言之，由於科技的發展，醫學

不斷的分化，為了學術上研究的方便，

專科分科匕愈發精細，比如說現在的榮

總便有108科之多，然而我們的個體只

有可固，總不能將人一個個體分成108

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陳蓓慧

)及必須的應對之道<改運)而已

看病的醫師當然不能與算命的相提並論

我們再有廣博的專業知讖，也能夠運用物理診

斷或其他科技方法進一步檢．查病人0不逼，偏

偏有那麼多的疾病是由心理的不調適，或特殊

生活習慣及環境造成，在診療遏程中必須加以

發掘指陳出來。匕難怪我的“病友”裡邊有歐

巴桑就說遏:“桃園醫院的陳醫師，伊不f旦看

病，相命匕真準。咱市場邊那個半仙看一次紅

包 5侞元，陳先生門診病費沒勞倧50元，有勞
，，

倧掛號20元，比半仙咯卡準哩!

科去照顧，家庭醫師能滿足病人“個人

化”整體而人性化的需要，確有其存在

．的價值。

醫師兼相命，倒也有幾俶ι切，病人隱截

在心理的癥結如果能加以誘導或直接指出，常

常可使其豁然開朗，解除他們不必要的疑慮。

而且許多疾病，如消化性潰瘍等常常因生活習

慣或處事態度未改變，而在治癒後反複再發，

匕需要醫師好好誘導病人去認識台己，並協助

其改變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診療逼程中，

抱著幾分算命者的情懷，深入地了解病人，再

盡一分心力為他們“改運”應該不算錯吧!

(轉載台 6 卷4 期“景福醫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