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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快訊】您厝邊的好醫師--談家庭醫師 

   

家庭醫師指的是在社區中負責第一線健康照護的醫師，大部分是診所的醫師，也可以是社區醫院中的家庭

醫學科醫師。家庭醫師不是只有看感冒與腸胃炎，而是民眾常遇到的各種健康問題都能夠處理，如：內科

慢性病、外傷、婦兒科、皮膚疾病等。很多疾病其實與心理問題相關，家庭醫師會特別關注這個面向。舉

例來說，一位罹患高血壓的病人，可能是因為長期失眠引起血壓升高。更進一步了解後，或許會發現原來

睡眠品質不佳，是因為最近要照顧家中生病的長輩。家庭醫師除提供高血壓治療外，可以就其長輩照護方

式給予建議與支持，讓照護壓力減輕，睡眠品質改善，進而血壓控制就變好了。 

現在很多中高齡民眾，患有多種慢性疾病需要就醫。常見到的狀況是，高血壓與高血脂看心臟科、糖尿病

看新陳代謝科、退化性關節炎看骨科、攝護腺肥大看泌尿科，每科醫師開個兩、三種藥，加起來就快十種。

先不說在各科候診與交通所花費的時間，常常不同科別開立的藥物間也可能發生交互作用，造成身體不

適。其實許多病人和家屬也不願意服用過多藥物，但不知能找誰幫忙整理與精簡藥物，這時找家庭醫師就

對了。 

目前健保體制沒有落實轉診制度，所以民眾有健康問題時，常跳過基層醫師，直接到醫學中心掛號就診。

感覺到大醫院看診，好像可以獲得比較好的照護。的確，某些疾病需要特定科別的醫師才能夠處理，但若

自己憑感覺來判斷應該看哪科，其實會走了很多冤枉路。以呼吸喘症狀為例，可能是肺部疾病、心臟疾病

或貧血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心理問題。醫院門診表一打開幾十個科別，可能先掛了胸腔科，然後被轉到心

臟科，接著被轉到血液科，最後又被轉到精神科，結果在各科繞了一大圈，依序做了各式各樣的檢查後，

才能找到真正的問題。同樣的呼吸喘症狀，若先找家庭醫師，會周全的評估各種可能性，在安排檢查時也

能夠同時排除各類相關疾病，假設最後診斷為心理問題，可以先做初步的諮詢與治療，有需要時，也可安

排轉介至精神科處理。 

落實預防醫學也是家庭醫師很重視的健康照護理念，因為許多疾病初期沒有症狀，必須靠篩檢才能得知。

所以舉凡健保的成人健康檢查（40 歲以上三年可做一次，65 歲以上每年可做），或是子宮頸癌、大腸癌

與乳癌篩檢，都會建議民眾應該定期受檢，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此外，民眾做完健康檢查之後，常會拿到

列出一長串需追蹤問題的健檢報告，例如：血壓偏高建議心臟科追蹤、血糖偏高建議新陳代謝科追蹤、退

化性關節炎建議骨科追蹤，如果照其建議真的到各科就診，光想到各科掛號就累了，這時也可先找家庭醫

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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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尋找自己的家庭醫師呢？首先，家庭醫師的定義並不限於家庭醫學科醫師，也可以由各科醫師受過

一定訓練後擔任。當然若是家庭醫學科的醫師，原本就很熟悉前述的照護模式。實務上，建議可以先留意

家中附近診所或社區醫院醫師的專科與經歷，或利用平時輕症疾病就診時，了解看看醫師是否有執行預防

保健服務與提供慢性疾病照護，若有，會較合適擔任自己的家庭醫師。此外，在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

中有「尋找家庭醫師」的頁面，也可供參考。最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適合自己與家人的家庭醫師。 

  

協同當地里長進行家訪 糖尿病整合照護門診 

  

安寧居家照護 到宅死亡診斷書開立與遺族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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