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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團隊資源管理
增進高警訊顯影劑之藥物安全

雲林縣藥師公會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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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資
源管理

高警訊
藥管理

顯影劑
藥管理

今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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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資源管理-動手寫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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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警訊藥物管理-動手寫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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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劑藥物管理-動手寫一寫



使用顯影劑檢查病人

介入注射臨床查檢表

未介入風險評估表

風險下降程度、疏失率

CT healthcare failure mode effect analysis (HFMEA): the 
misadministration of IV contrast in outpatients.

Radiol Manage, 2018. 29(1): p. 36-44; quiz 45-7.

藥物管理：高警訊藥物風險管理

檢查前：潛在疾病與顯影劑相關風險

檢查中：藥物過敏史、個人史潛在風險

檢查後：藥物過敏及不良反應

檢查追蹤：顯影劑腎病變

文獻查證 顯影劑五大風險

6



交班/病人追蹤問題潛藏

高風險腎功
能不良缺乏
返家後追蹤

職類間交班
漏洞

衛教工具
不普及

病人家屬
未充分參

與

7



全面提升本
院注射型顯
影劑安全性

全面顯影劑
資訊系統化

建立顯影劑檢
查後照護文化 提升行動裝置

使用量

建立病人返家後
照護系統

5大改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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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顯影劑源頭管理

全面展開無死角

全院認證高警訊藥物
全院導入系統化作業
常備單位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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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藥廠完成顯影劑包裝加上高警訊標誌
全院認證高警訊藥物

同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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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藥廠完成顯影劑包裝加上高警訊標誌
全院認證高警訊藥物

藥廠完成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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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導管室 7.5%

手術室 0.7%

眼科 0.7%

內室鏡 0.5%

核子醫學科 0.1%

標竿分享各個擊破

放射腫瘤科 1.9%

全院導入系統化作業 常備單位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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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導入高警訊管理與系統化作業，六個輔導單位進行作業規範修正

提升全院開方一致性，院層級品質會議報告成果

藥師持續每季追蹤查核單位高警訊顯影劑儲存管理

全院六個單位教育課程前後測(%)高警訊藥物管理與系統化
全院單位推行執行率100%

顯影劑安全性與風險評估
列為高警訊藥品達100%

檢查單位

檢查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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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劑智慧開方檢核系統
提供病人精準個別化建議

增加資訊化系統提示

開立顯影劑檢查異常腎功能提醒

施打顯影劑後自動提醒評估ADR

 AI智慧藥歷-顯影劑交互作用檢核

雲端與HIS藥敏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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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系統增加提示

照護平台金鐘罩

全醫囑
一條龍

風險
評估

智能
藥檢核

ISBAR
交班

風險
評估

智能
給藥

開立處方即評估風險因子與腎功能檢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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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系統增加提示

給藥前中後設立專用套餐➔自動匯入藥囑

自
動
帶
入

全醫囑
一條龍

風險
評估

智能
藥檢核

ISBAR
交班

風險
評估

智能
給藥

照護平台金鐘罩

16



AI智慧藥歷之顯影劑交互作用自動檢核

開立檢查/跨科用藥交互作用檢核

全醫囑
一條龍

風險
評估

智能
藥檢核

ISBAR
交班

風險
評估

智能
給藥

照護平台金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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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顯影劑檢查異常腎功能再提醒

提供個人化處方精準化建議

顯影劑
施打評估

腎功能
eGFR

(mL/min/1.73m)

系統自動檢核與建議

<30
(重度)

30~45
(中度)

46~59
(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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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系統增加提示

紅黃綠燈三色-定義風險因子危險等級

Patient Safe Checklist 2.0版

全醫囑
一條龍

風險
評估

智能
藥檢核

ISBAR
交班

風險
評估

智能
給藥

照護平台金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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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系統增加提示

 

 

檢查單位與病房間交班

全醫囑
一條龍

風險
評估

智能
藥檢核

ISBAR
交班

風險
評估

智能
給藥

照護平台金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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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劑腎功能異常追蹤系統

依據不同參數設定查詢腎異常明細

病人返家後

七日內腎功能變化追蹤

即時 簡化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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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系統增加提示

給藥前系統稽核降血糖恢復服用時間點

全醫囑
一條龍

風險
評估

智能
藥檢核

ISBAR
交班

風險
評估

智能
給藥

照護平台金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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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顯影劑後系統自動提醒評估ADR

無過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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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系統使用方便性，持續排入住院醫師、專師與檢察單位必訓課程

持續分析自動攔阻避免使用藥品，並於藥事委員會列報追蹤

顯影劑使用後異常嚴重過敏案件之分析檢討，以電子照會系統回饋醫師

六個單位照護平台上線使用執行率

各科顯影劑開立專屬套組達成率

病人返家後七日內腎功能異常追蹤完成率

智慧檢核腎功能與最佳建議指引建置完成率

100%

91% 醫師依據最佳建議

指引遵從率

各單位顯影劑過敏

系統註記增加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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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顯影劑ADR宅急便服務

守護病人顯影劑用藥安全

提供醫療人員教育

 ADR指引所手可得

宅急便服務時間客製化

動畫教材與e-learning課程

公播宣傳影片持續洗腦

教育認知問卷 25



提供醫療人員教育 ADR指引所手可得 宅急便服務時間客製化

ADR醫藥警訊與案件公告 ADR認知測驗

ADR 到宅三劍客 隨時 隨地 實作 量身訂做

MIS 影音教學與e-learning KM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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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教育宣傳影片-「義起守護顯影藥安全」檢查單位等候檢查區整點固定放送

義大醫院關心您

2020/12/21 星期一 10:40 診間叫號資訊

骨科
高逢晨 醫生 上午 47
骨科
高玉憲 醫生 上午 36
骨科
邱彥鈞 醫生 上午 34
體檢科
黃如薏 醫生 上午 12
家醫科
鄒宜庭 醫生 上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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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民眾版ADR即時通- line一對一互動宣導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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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劑ADR宣導課程滿意度佳加強單位訓練ADR種子負責窗口

ADR宣導課程講納入新進同仁必訓(含PGY)課程

line版ADR即時通，增加訓練後台各檢查單位小天使職別參與諮詢

五場顯影劑宣導課程
參與共105位課程整
體滿意度96%

ADR影音教學通過e-learning達100分
完成率 90.7%

ADR民眾教育影片「義起守護顯影藥安
全」抽問觀看民眾共21位清楚度92%

97%98%

清楚通報管道通報時效正確率

E-learning
完成率

宣傳影片民眾
清楚率

課程宣導
滿意度67位加入 6位提問

1小時內回覆-與健康食品服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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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醫護與家屬把關機制

共同喝水監控防滲漏

顯影劑注射前後教育訓練

建置喝水評估監控工具與納入病人家屬交班

30



顯影劑注射前後教育訓練-產生症狀喝水重要性與交班作業

建置喝水評估監控工具與納入病人家屬交班

護理交班顯影劑檢查表checklist家屬交班喝水卡正 背
第一版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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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單位與護理師
交班

護理師間
交班

護理師與家屬
交班

輪流家屬間
交班

第一代 喝水瓶 第二代 藥代謝 多喝水

建置喝水評估監控工具與納入病人家屬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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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對策-顯影劑衛張工具演進-病房病人家屬交班單
喝水卡發放執行率達100%，未來將持續推廣全院

ISBAR交班監控完成率100%

ISBAR 交班
完成率

喝水卡查核
表執行率

住院病人
喝水完成率

同仁回饋
滿意度

同仁在顯影劑
教育訓練課程
前後測成績(分)

同仁回饋滿意度100%

住院病人喝水完成率100%

喝水卡查核表執行率100%

63

100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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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與廣告行銷之

顯影劑衛教提醒系統

自行開發iOS程式設計
提供客製化藥物與生化檢驗值紀錄
提供客製化衛教與APP互動性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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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0%

顯影劑衛教
提醒系統

自行開發iOS程式設計-顯影劑藥清楚

Android版 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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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顯影劑與生化檢驗值

腎功能 eGFR: 80

腎功能 eGFR: 80

腎功能 eGFR: 80

歷程 紀錄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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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衛教與APP互動性小遊戲 過敏 降糖糖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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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 顯影劑藥清楚APP
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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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測試反應良好，申請正式版上架

持續全面平行展開在所有顯影劑使用單位

部分無法使用手機族群提供A4圖像化衛教單

iOS程式
完成率

客製化建議
正確率

提醒功能
正確率

使用者滿
意度

喝水與Ｍetformin停藥各項提醒
功能正確率100%

iOS程式開發上架完成率 100%

使用者滿意度95%

提供病人建議和知識正確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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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顯影劑異常事件零容忍

2018/06~2019/06 2019/11 2020/09

腎病變發生率達標/持續下降

達成率100%

達成率100%



92.0%
90.0%

94.0% 94.0%

平均滿意度 護理師衛教滿意度

增加住院病人滿意度 降低顯影劑處置時間

人 時

工

附加
效益

節省醫院成本支出(萬元)

1年 5
年

10
年-21.7

-109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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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醫學部 核子醫學科 影像醫學部

RD SOP-11

高警訊藥物之
顯影劑管理規範

2019/11/30

SOP-042

檢查排程標準
作業程序書

2019/11/15

L3-404

顯影劑使用
業務規範
2019/11/30

SOP
42



再造腎福! 降低腎病變發生率Part 2 
導入實證知識轉譯臨床，提高處置遵從率

P 提高處置遵從率 D1 整合文獻

D2 委員會共識 至2020/09/30 處置遵從率>95%

真因1：處置方式不一致

真因2：處置方式不一
致

D3 科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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