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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間不治病的

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截至二○二○

年底，失智症人口已逾三十萬，約占全

臺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二九。當疾病進展

至末期，失智患者將僅存片斷記憶，喪

失認知行為能力，無法自理生活，甚至

會忘了怎麼吃飯，吞嚥困難無法進食，

必須仰賴鼻胃管，灌食度過餘生。為

此，「極重度失智」被納入《病人自主

權利法》五種臨床條件中的一種，民眾

可以提早為自己做選擇，尊嚴善終。

然而，諮商門診開辦以來，失智症

患者卻不可避免地成為諮商團隊重點關

心的對象。臺北慈濟醫院「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門診」劉子弘醫師就提到：「失

智症患者會因症狀嚴重度不一，而有不

同程度的理解跟決策力。若醫師用正常

速度解釋，容易導致患者根本沒有掌握

到我們想傳達的資訊，更不用說有效溝

通了。」因此，諮商前，團隊除了參

考患者「臨床失智評估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的分數外，諮
商過程中，意願人「有沒有聽懂？」、

「能不能記住？」、「可不可以利用醫

師給的資訊清楚判斷？」和「有沒有辦

法清楚說出自己的想法？」也成為他們

重要的評估線索。

不會忘卻的心願

高齡九十四歲的方爺爺被轉到預立醫

療照護諮商門診，罹患中度失智症的他

曾經與家人提過自己渴望善終的心願，

因此，身心醫學科醫師將他轉介過來，

希望他能在尚有能力時，寫下自己想要

的醫療決定，讓家人、醫護人員以後有

個依據。

諮商門診前，湯雅婷個案管理師於電話中回覆

病人兒子的疑惑。攝影／盧義泓

   失智也能
好好道別

文／廖唯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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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諮商門診的個管師湯雅婷就接

到病人兒子的電話，對方想先了解爸爸

的情況到底能不能完成諮商程序。憶及

當時，湯雅婷坦言：「其實我沒有把握，

但他們家裡還有一位長期洗腎、九十多

歲的奶奶，而且也有早期失智的症狀，

所以我請他們趕快帶奶奶來諮商，至於

爺爺能不能完成則要現場評估。」與家

屬達成共識的一週後，一雙兒女帶著兩

個老人家來到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診間。

「爸爸以前就提醒我們好幾次，老

了或怎麼了都不要積極治療，而且他平

常在家裡，有時候還是能做簡單的決

定⋯⋯。」花了比平常多出一倍的時

間，諮商團隊耐心、細心地解釋，一度

以為記憶力甚差的方爺爺無法完成簽

署；但考量孩子們再三強調爸爸過去的

心願，諮商團隊決定再試試看，並改用

簡單的問句引導，評估老人家的觀念和

判斷力是否俱在。

「爺爺，下雨天出門你要不要帶雨

傘？」

「當然要啊！不過下雨天就不要出去

了，危險啦。」

「那馬路上遇到紅燈要怎麼辦？」

「紅燈喔？停下來不能走，不然會被

車撞。」

「爺爺，如果人老了，不能吃東西

了，要從鼻子插一根管子進去身體裡，

灌牛奶才能活下來，你想要這樣的生活

嗎？」看到長者的判斷力後，醫師進一

步詢問，得到斬釘截鐵的拒絕。

老夫妻完成簽署，一個月後，方奶

奶迷迷糊糊地在睡夢中自行剪掉洗腎導

管，大喊救命，被兒子送到急診室；穩

定生命徵象後，原本要送至開刀房重新

裝回洗腎導管，孰料清醒後的奶奶對於

繼續洗腎的意願反反覆覆，在多次與本

人確認意願後，最後家屬與醫療團隊討

論，決定讓奶奶不再繼續洗腎，並順從

她的心願，安排安寧照護，用最自然的

狀態走完餘生。

圓滿心願的要件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是自費的，

如果沒有很強的善終意念，要民眾花錢

簽署並不容易。」湯雅婷點出諮商門診

的現行困境。有感於預立醫療在高齡社

會的重要，她與諮商團隊在門診開辦

後，徵得院方同意，施行超過八十歲以

上長者的優免專案，鼓勵年長者及早規

畫未來。

湯雅婷到病房探視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的病人。

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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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辭世後八個月，方爺爺跌倒骨

折，住院手術後，身體機能日漸退化，

意識改變，湯雅婷得到消息與這家人再

見面時，老先生已是日薄西山。而最後

這段時光，家屬選擇不再積極檢查與治

療，只要求臨床醫護用最舒服的方式照

顧爸爸，讓他平順離開。兒子告訴湯雅

婷：「真的很謝謝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

團隊，讓爸爸媽媽人生的最後一哩路走

得很圓滿。」

▲ 兒子緊握住爸爸的手，向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道

謝。圖／湯雅婷提供

▲湯雅婷個管師向諮商民眾

說明預立醫療的意義及簽署

方式。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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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雅婷好奇反問：「如果今天是爸爸

媽媽瞞著你們完成簽署，之後才發生這

些狀況，你能接受並尊重不再急救的決

定嗎？」兒子遲疑了一會兒，回答：「可

能沒辦法！」

從宣導、掛號、安排諮商門診到上傳

簽署文件，個管師的工作讓湯雅婷有機

會陪伴這些家庭面對生命課題，但「預

立醫療」的精神到底是什麼？

「我希望來簽署的人都能好好跟家人

溝通，不懂病主法沒關係，但是一定要

靜下心、坐下來聽專業的人說明；如此

一來，碰到狀況時才能協助親人完成最

後的心願，走到最後。」不只是單純的

文件簽署與醫病溝通，「大家坐下來聊

聊」更有著提醒你我珍惜、把握當下的

深層含意。

期待老有所終、歿有所安，截至二

○二一年十一月中旬，臺北慈濟醫院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諮商人數已

達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完成簽署者共

一千一百人，簽署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點六。看著診間來來去去的家庭，湯

雅婷感觸甚深地表示：「我就像他們的

家人一樣，畢竟意願人把人生最重要的

事情交給我們，我就有義務做好這件

事。簽署相對簡單，但如果當下無法協

助他們好好溝通，一旦狀況發生，誰來

圓滿這一切？所以我們才要不斷地推

廣，耐心地告訴民眾溝通的重要性，唯

有這樣，才能真正拉近我們與善終的距

離。」 湯雅婷認為不斷推廣、耐心地告訴民眾溝通的

重要性，才能真正拉近民眾與善終的距離。攝

影／范宇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