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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些時日，一位法師前牙痛了三天，

晚上痛到無法入睡，吃了三天止

痛藥，疼痛依舊。由於白天忙碌無暇就

診，只好利用開會前空檔20分鐘看診，

經周艾綸牙醫師照了X光片，確診為急

性牙髓炎。幸虧及時治療，才止住了疼

痛，也幸好法師有抽空治療，否則後果

難以想像。

周艾綸牙醫師表示，法師得的是急性

牙髓炎，不會有立即性危險，不算是延誤

就醫，只是牙痛很難受，影響日常生活品

質，尤其是睡眠品質會變差，但如果罹患

的是蜂窩性組織炎，就要立即就醫，否則

延誤就醫，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林芳輝牙醫師解釋，急性牙髓炎是急

性牙髓組織發炎。「牙痛不是病，痛起

來要人命」，指的就是晚期牙髓炎的疼

痛感，常會痛得坐立不安到無法入睡，

感染源主要來自深度牙髓，表現症狀是

劇烈疼痛，吃一般止痛藥的舒緩效果不

佳。早期疼痛發作時間短，緩解時間較

長，還可以忍耐，到了晚期，疼痛發作

時間長，緩解時間較短，夜晚疼痛比白

天來得劇烈，最後可能會演變成牙髓壞

死，或出現更進一步的感染症狀，但不

會傷及生命。 

蜂窩性組織炎就不同了，這是快速發

展，而且發炎反應劇烈的疾病，初期症

狀會出現紅、腫、熱、痛反應，同時會

有發燒、全身倦怠、關節痛表現，一定

要立即就醫，如果沒有妥善控制，可能

會快速成為全身性感染，最終有可能危

及性命。

林醫師表示，由於病患並不了解牙痛

是來自哪一種牙病的表現，所以只要發

現疼痛表現超出判斷，而且無法忍受，

就應該挪出時間就醫，做正確的診斷，

而不是一再拖延。「疾病能使勇士變懦

夫，使善於忍耐的人變得難以捉摸，

使平易樂天的人變得坐立不安嘮嘮叨

叨，」周艾綸牙醫師認為人在生病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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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  到底什麼時候該看醫師
及早就醫才能讓身體回復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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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艾綸牙醫師為法師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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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的心理反應與性格變化，因此提

出預防性的建議，避免在疾病突發的狀

況下，或一時之間找不到醫師時，出現

過於恐懼與驚慌的焦慮：

1.平常時日就需要培養對疾病知識的

正確觀念，以及充分觀察與理解自己的

身體反應。    

2.定期的身體健康檢查，了解現階段

身體狀況。

3.心先安定下來，再進一步尋求就

醫。

她以蛀牙為例。蛀牙一開始可能是

疼痛，若沒有處理好蛀牙問題，會侵犯

到牙髓，此時會引起自發性的疼痛，如

果再拖延，可能疼痛會停止，但是牙髓

卻已經壞死了；等過了一陣子，細菌感

染擴散開來，加上抵抗力不足時，有可

能產生膿腫，甚至是蜂窩性組織炎，病

況惡化時，會需要住院治療。如果蜂窩

性組織炎發生在下頜區，嚴重的話，會

壓迫呼吸造成呼吸困難，也會有立即性

的危險。另外對抵抗力較差的患者來

說，如果沒有及時治療，控制好病情，

會引發敗血症，有喪命的危險，所以不

要掉以輕心，忽略了牙痛的小毛病，而

是當感覺不舒服時，就要立即啟動偵測

系統，觀察及理解身體反應，並尋求治

療，避免降低生活品質或最佳治療時

機，還有可能出現的致命危機。

為什麼會拖延就醫？

身體生病了，應該要盡早就醫解除

病痛，為什麼會拖延就醫？從門診經驗

中，林芳輝醫師發現與病人的性格有

關。有些病人不是不知道當身體疼痛或

不舒服時，一定要趕緊就醫，只是性格

上習慣拖延，理由則不一而足。原本如

果及早就醫，就可以即早解除的病情，

卻因為拖延而愈拖愈糟。有一位病患從

第一顆牙痛到第四顆牙痛的就診習慣，

都是一個模式：最初輕微牙痛時，就應

該立即就醫處理，可以輕鬆治療好牙

病，林醫師重複叮嚀一定要按時就醫，

不過該位病人預約掛號了，又不斷延

期，到最後拖延到不得不做根管治療。

最初以為該位病人會記取第一顆牙齒治

療時延遲就醫的後果，有了前車之鑑，

應該會改變就醫習慣，但是後續的第二

顆、第三顆、第四顆的治療仍然重蹈覆

轍，一樣拖延到要用抽神經治療。林醫

師曾經詢問拖延就醫原因，病人的說法

是：「工作忙碌，無暇抽空就醫，也不

知道病情會變得這麼嚴重。」林芳輝醫

師不希望病人用忙碌作為拖延就醫的藉

口，因為受害的還是病人自己，沒有健

康的身體，一定會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

表現。

另外「以為是小病，不用看醫師」也

是林芳輝醫師不樂見的拖延就醫理由。

有人牙齦經常出血或腫脹，常覺得是小

毛病，不太在意。殊不知，如果沒有妥

善治療，任憑牙齦繼續發炎、出血，就

會形成牙周病。林醫師表示，不要小看

牙周病帶來的影響，牙周病是由口腔細

菌所引起，這些細菌一樣會影響到血小

板的凝結，形成血栓性栓塞，造成心肌

梗塞或腦中風。

周艾綸醫師觀察到，自從實施健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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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來，部分民眾習慣一個病看三個醫

師以上，這種類似將就醫視為逛百貨公

司的做法，不僅浪費醫療資源，甚至可

能延誤病情。她推敲濫用醫療資源應該

和不信任有關，醫學本身充滿諸多不確

定性，醫者醫術固然重要，與病人充分

溝通，取得互信，聯手對抗疾病才能發

揮最大醫療效果。為了避免一個疾病必

須到處求醫的困境，她建議，首先病患

要找到值得信任的醫師，其次要成為一

個好的患者。

醫病互信有助提昇醫療品質

什麼是值得信任醫師的樣貌？周艾綸

醫師提供她心目中的典範供大家參考：

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奧斯勒醫師對行

醫者的描述是：「行醫是一種藝術而非

交易，是一種使命而非行業；在這個使

命當中，用心要如同用腦。」《四部醫

典》的解析是：「一名優秀的醫師，要

有醫好疾病的本領，為患者消除身體上

的痛苦；在進行外科手術時，要大膽而

準確；對待患者要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

樣全力維護。」日本日野原重崇明醫師

說：「好醫師要有冷靜的頭腦和溫厚

的良心。要仔細觀察病人，細心聽病

人說的話，向病人學習並且思考其意

義。」黃崑巖醫師則認為，成熟、思

考、人性、利他為出發點，都是成為良

醫的要件。黃達夫醫師提出，醫師經常

要看書查資料，目的是為了幫助病人，

有這種經常想要為病人爭取最好治療效

果的心就是好醫師。賴其萬醫師說：

「一個好的醫生應該是『3H』：謙虛

（humility )、人文素養（humanity)和

幽默(humor)。」

要如何當一名好的病人？周艾綸醫

師用看病前、看診時及就診後三個階段

做說明。就醫之前，病人要充分了解自

己的身體與心理狀況；看診時，需要坦

誠表達身體的狀況，充分讓醫師了解病

情，以利醫師的問診，同時也要與醫師

溝通，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況。就診後，

願意積極調整及改變生活作息。 

周醫師的門診，曾有一位六十多歲患

者，因照顧長期臥床的母親，疏於口腔

衛生的保健，致使出現牙根性蛀牙。這

是最難處理的牙病之一，周醫師特別強

調預防重於治療的重要性，再三囑咐要

使用牙線、牙間刷，清潔齒縫，少吃甜

食，還需長期使用含氟漱口水和牙膏。

雖然這位患者都有陸續回診，卻未配合

醫囑預防，後來劇烈牙痛，X光檢查後，

發現再發性蛀牙，幾乎侵犯到牙髓，而

且幾乎每顆牙齒都是如此，患者已經痛

到難以分辨倒底是哪裡在痛，經過多次

診治，逐一找出疼痛的病牙，一一診治

後，才終於解除疼痛。經過此次病痛經

驗，患者慚愧懺悔，說日後一定會遵照

醫囑使用潔牙膏及牙間刷，並正確用含

氟漱口水好好的照顧牙齒。

生病了，應該及早就醫，讓身體回復

正常運作，若醫病之間無法取得互信，

反而會增添病情的不確定性，因此林芳

輝醫師會細心問診，讓病人感到安心，

以增進彼此的互信，周艾綸醫師更以

「醫病互信、彼此成就，提高品質，共

創圓滿」作為提昇醫療品質的圭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