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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警示訊息警示訊息警示訊息警示訊息 

病人運送途中小量氧氣筒病人運送途中小量氧氣筒病人運送途中小量氧氣筒病人運送途中小量氧氣筒氧氣餘量氧氣餘量氧氣餘量氧氣餘量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使用小量氧氣筒使用小量氧氣筒使用小量氧氣筒使用小量氧氣筒轉轉轉轉送病人前送病人前送病人前送病人前，，，，應確實檢視氧氣餘量是否足夠應確實檢視氧氣餘量是否足夠應確實檢視氧氣餘量是否足夠應確實檢視氧氣餘量是否足夠供應供應供應供應全程全程全程全程所所所所需需需需。。。。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病人需轉送至加護病房，故護理師從單位治療室內 2筒均未標示之小量氧氣筒中逕取 1

筒。30分鐘後抵達加護病房門口時，發現氧氣流量錶的浮球歸零、氧氣筒已空。立即將病人

推至加護病房內，接上中央供氣系統，未造成病人傷害。 

建議作法建議作法建議作法建議作法 

建立小量氧氣筒使用及安全管理標準作業： 

1. 有專責單位(如：醫工部門)管理全院小量氧氣筒，並儲有備用氧氣筒因應各單位機動需

求；各護理站均配備足夠(含緊急之用)數量之小量氧氣筒，單位主管依使用情形，與醫

工部門協調以適時調整總筒數。 

2. 小量氧氣筒依實際存量以綠色圓形牌子標示百分比(%)，如全滿以「100%」的掛牌標示

之，凡經使用則依其餘量標示。當氧氣筒餘量小於 25 bar，以紅色三角形掛牌標示「空」，

以防不足。 

3. 定時點班確認氧氣筒數量、餘量標示，且標示「空」之氧氣筒宜與其他氧氣筒區隔擺放。 

4. 計算每位病人依運送過程、平均等候及實際執行檢查所需的總時間及氧氣使用流量，優

先選擇餘量足夠的氧氣筒，維持單位有滿筒之氧氣以供緊急之用。 

5. 可製作氧氣筒壓力數與可用時間換算表，方便人員即時對照查詢，減少屢次計算時間。 

6. 送檢單位及檢查單位於運送病人往、返時，互以書面或電話交班，確認病人在出發前與

抵達後，全程均有充足氧氣供應。 

7. 檢查單位宜備有氧氣瓶以因應突發狀況，如硬體設備環境許可，特定檢查空間可設置中

央供氧系統專供重症病人檢查之用。 

8. 定期在職教育訓練與查核，內容涵蓋小量氧氣筒餘量計算及其於運送病人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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