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續前期內容（第6卷第4期）]

2 .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 簡 稱

MBI）：Maslach針對過勞所發展出的測

量過勞之量表，分成情緒耗損、去人化與

個人成就感降低等三個向度。MBI最新版

有三種測驗，包括人群服務測驗（Human 

Services Survey）、教育者測驗（Educators 

Survey）及一般測驗（General Survey），分

別以在人群服務機構和健康照顧職業的勞

工（如護理師、社工、心理師等）、從事教

育工作（如教師）及非服務業或不需直接面

對人群服務的族群為施測對象[4]。在歐美國

家，MBI已受到不少批評，包括：缺乏清楚

理論概念來說明為何以這三個面向來定義疲

勞；三個測量面向之間的關係不清楚；此量

表將疲勞現象、壓力因應方式、與疲勞造成

的後果混為一談；以專業性服務業工作者為

基礎所開發的量表如何適用於一般工作者仍

有疑問等。此外，使用MBI需要負擔版權費

用，並不利於大規模調查與公共使用[5]。

3.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CBI）：CBI

是由丹麥國家職業衛生研究所Kristensen等人

所研發出的測量過勞之量表。因MBI不能滿

足其研究需求，而自行研發CBI。Kristensen

等人將過勞視為生理及心理上的耗損，將

淺談醫院評鑑與醫療照護人員疲勞管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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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工 具 分 成 三 個 部 分 ， 包 括 「 個 人 過

勞」（Personal Burnout）分量表：適用於所

有人、與「工作相關過勞」（Work-related 

Burnout）分量表：適用於工作的人以及

與「服務對象相關過勞」（Client-related 

Burnout）分量表：適用於工作上需面對顧

客、病人、學生及小孩等服務對象的人。目

前在使用上以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

最為方便，同時我國的勞工安全研究所已將

過勞檢測量表（CBI）以及簡易工作壓力量

表置放於網路上[13]以供國人以及事業單位

使用，其內容以及使用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

二。

二、自覺症狀即時通報：

當員工自覺有過勞的症狀或主管發現所屬

部門員工有過勞的現象，即可通報疲勞管理人

員或管理單位，適時介入提供必要之協助，避

免過勞的現象擴大，除了影響個人健康外，進

一步可能影響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至於過勞

的症狀可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

研究所2007年發佈之過勞自我預防手冊[14]，若

是自己覺得有以下症狀即有過勞的現象：

1.經常感到疲倦，健忘。 

2.突然覺得有衰老感。 

w
w

w
.T

JC
H

A
.o

rg
.tw

73



3.肩部和頸部強直發麻。 

4.因為疲勞和苦悶失眠。 

5.為小事煩躁和生氣。 

6.經常頭痛和胸悶。 

7.高血壓、糖尿病病史，心電圖不正常。 

8.體重突然變化大。 

9.最近幾年運動也不流汗。 

10.自我感覺身體良好而不看病。 

11.人際關係突然變壞。 

12.最近常工作失誤或者發生不和。

當醫院透過疲勞調查或通報系統瞭解目前

醫療照護人員的疲勞程度，醫院若要實施疲勞

管理，建議可以考量以下作法：

一、 授權：指派疲勞管理的負責人員或單

位：規模較小之醫院建議可由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或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負責，規

模較大之醫院建議可組成疲勞管理工作小

組或納入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若

是人力許可，最好邀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參與疲勞管理規劃，並提供疲勞調查、預

防、恢復與消除，專業方面之建議。

二、 計畫：由疲勞管理負責人員或單位評估

後，建議醫院疲勞調查方式、範圍與週

期，依據疲勞調查結果，擬定醫院醫療

照護人員疲勞預防、恢復與消除相關措

施，推動且能落實執行，若是要採用「自

覺症狀即時通報」方式，則需要建置通報

管道、通報方式與通報原則，並透過內部

教育訓練場合，對疲勞管理目標族群加強

宣導，使他們對通報原則瞭解並能配合通

報。

三、 執行：實施疲勞調查、預防、恢復與消除

相關措施，最重要是要讓工作小組與疲勞

管理目標族群充分瞭解醫院實施疲勞管理

的目的，避免流於形式，待工作小組有足

夠推動經驗再逐步擴展到全院所有員工。

四、 檢討與改善：透過定期疲勞調查所得數據

與醫療照護人員內部自覺症狀即時通報個

案統計分析，可以檢討醫院內部關於醫療

照護人員疲勞預防、恢復與消除相關措

施，是否達到預期目標，若是沒有，則應

該立即啟動改善機制，並將改善措施列入

日常管理。

醫院評鑑委員於醫院評鑑時，若是要瞭解

受評醫院有關疲勞管理業務推動情形，建議可

依下列方式進行：

一、 先行瞭解受評醫院如何指派疲勞管理負責

人員或單位，醫院疲勞調查採用何種方

式？調查資料分析結果為何？如何形成醫

院疲勞管理政策、目標、範圍與考量因

素，如何擬定醫院疲勞管理相關計畫與措

施？是否有短、中、長期計畫？

二、 透過與疲勞管理負責人員面談，瞭解疲勞

管理相關計畫與措施推動過程，目前推動

成果如何？是否遭遇到困難？透過與疲勞

管理目標族群員工面談，瞭解員工是否感

受到醫院實施疲勞管理的政策與用心？對

個人健康、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是否有所

助益？如果受評醫院採用「自覺症狀即時

通報」方式，則詢問員工是否瞭解通報時

機與通報方式？員工通報後疲勞管理負責

人員處理程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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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瞭解受評醫院實施疲勞管理的時程，是否

定期檢討改善？多久檢討一次？檢討依

據、方式與場合？目前改善成果如何？是

否要擴展到全院員工？

最近因為護理人力流失，導致各層級醫

院內部護理人力不足，引發大家討論醫事人力

是否應該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核定工作

者，也就是一般通稱為責任制工作者，另外也

引起醫師是否應該適用勞動基準法的議題，除

了於2012年3月30日起廢止適用之醫事及技

術人員外，其他特殊單位（如手術室、急診

室、加護病房、產房、手術麻醉恢復室、燒傷

病房、中重度病房、精神科病房、器官移植小

組）之醫事及技術人員，已經確定於2014年1

【參考文獻】（下篇文獻與附件之參考序號延續上篇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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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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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49-364。

1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心理量表檢測系統平台：http://meeting.i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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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過勞自我預防手冊：http://www.iosh.gov.tw/upload/
netbook/preoverwork/preovw.htm 引用2007/3/23。

月1日排除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核定工作

者，至於醫師是否應該適用勞動基準法，各界

均有各自的論述，雖然提升勞動條件，維護勞

工安全衛生是已開發國家的潮流，但是還是需

要考量企業的經營環境，以目前醫院的經營環

境日益嚴峻，例如：在收入面，健保總額成長

有限，健保藥價逐步限縮，在支出面，醫事人

力薪資水準日漸提高，油電價大幅調漲，若是

要醫療院所大幅提升勞動條件，確實有其困難

之處，但是醫療院所實施疲勞管理，主動關心

醫療照護人員生理與心理狀態，並適切的給予

協助，於目前的經營環境，不失為實惠又經濟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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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 你常覺得疲勞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2. 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3. 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4. 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5. 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6. 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7. 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很嚴重(1) □嚴重(2) □有一些(3) □輕微(4) □非常輕微(5) 

8.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很嚴重(1) □嚴重(2) □有一些(3) □輕微(4) □非常輕微(5) 

9.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很嚴重(1) □嚴重(2) □有一些(3) □輕微(4) □非常輕微(5) 

10. 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1. 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2.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3. 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您的工作需要提供服務給他人嗎？服務對象包括：客戶、顧客、病人、學生等（不包括同事或下

屬）1 □不需要 2 □需要( 請繼續填答下列問題) 

14. 你會覺得和服務對象互動有困難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5. 服務對象會讓你感到很累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6. 你會希望減少和服務對象接觸的時間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7. 你對服務對象感到厭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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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50分以下 您的個人過勞程度輕微，您並不常感覺到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

50~70分
您的個人過勞程度中等，您並有時感覺到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建

議您找出生活的壓力源，進一步的調適自己，增加放鬆與休息的時間。

70分以上
您的個人過勞程度嚴重，您時常感覺到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建議

您適度的改變生活方式，增加運動與休閒時間之外，您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45分以下 您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輕微，您的工作並不會讓你感覺很沒力、心力交瘁、很挫折。

45~60分
您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中等，您有時對工作感覺沒力、沒有興趣、有點挫折。建您找出工作中的壓力

源，接受在職訓練，增加職能，並學習壓力管理技巧，以提高工作滿意度。

60分以上

您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嚴重，您已經快被工作累垮了，您感覺心力交瘁，感覺挫折，而且上班時都很

難熬，此外您可能缺少休閒時間，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建議您適度的改變生活方式，增加運動與

休閒時間之外，您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服務對象相關過勞分數

50分以下 您的服務對象相關過勞程度輕微，您對於服務對象並不會讓你感覺互動有困難、很累、厭煩。

50~70分
您的服務對象相關過勞程度中等，您有時對服務對象感覺互動有困難、很累、厭煩。建議您找尋服務

對象相關過勞的成因，並進一步的調適自己，增加放鬆與休息的時間。

70分以上

您的服務對象相關過勞程度嚴重，你時常對服務對象感覺互動有困難、過度疲累、感到厭煩，並且想

趕快把服務對象打發掉。建議找尋影響您對於服務對象的感受與服務對象相關過勞的成因， 以及適

度的改變生活方式，增加運動與休閒時間之外，您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8. 你會覺得你為服務對象付出比較多，而得到回饋比較少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9. 你會想要趕快把服務對象打發掉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分數轉換方式： 

第1~6題是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將各選項分數轉換如下：

(1)100 (2)75 (3)50 (4)25 (5)0。 

將第1~6 題的得分相加，除以6，便可得到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第7~13為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第7~12題分數轉換為：(1)100 (2)75 (3)50 (4)25 (5)0。 

第13題的分數轉換為：(1)0 (2)25 (3)50 (4)75 (5)100。 

將7~13題之分數相加，並除以7，便可得到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第14~19題是服務對象相關過勞分量表，將各選項分數轉換如下：(1)100 (2)75 (3)50 (4)25 (5)0 。 

將第14~19 題的得分相加除以6，即為服務對象相關過勞分數。

過勞分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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