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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消費意識的高漲、醫療費用增加，品質管制的議題在醫療 院所內發酵。醫療品質指標乃是讓品質可視化的方式之一，

然而目 前在實務上所執行的醫療品質指標多達數百項，如何找到關鍵指 標、與指標間相關性，為本研究之目的。 本文之

研究方法乃是透過系統動力學之模式建立，來尋找指標 變項，並依照模式運作結果，來推估指標變項間關係。經由上述研

究過程，研究發現：急診就診人次與病患檢傷級數、滯留時間、住 院人次等無明顯相關；急診就診人次不影響病患等候醫

師看診時 間，但檢傷率量會影響醫師看診病患數；當醫師看診時間短時，一 級患者增加，未有明顯趨勢顯示會影響其他

級數病患看診等候時 間；一級檢傷患者人數與住院人數有顯著趨勢相關；急診轉院率與 加護病床空床數具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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