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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 

急診臨床工作發現兒童及青少年因自傷、自殘就診之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趨

勢，透過回溯 2016 之 2019 年間於臺北慈濟醫院及奇美醫學中心，符合自

傷、自殘的ICD-10診斷碼之急診病童，發現相關就診次數上升了近 5倍． 

 

因自傷、自殘就診的青少年有 49%宣稱受人際關係問題困擾而誘發自傷事

件，就診者中有 88%過去曾被診斷患有身心疾病，其中 57%為憂鬱症．兒

少最常見的自傷機制為服藥，服用的藥物最多為身心科處方之抗憂鬱藥

物；有較高比例的男生會選擇高度暴力的自傷機制，如跳樓．相較於台南

奇美醫學中心，臺北慈濟醫院的自傷、自殘病童有較高比例曾於 1 年內於

身心科就診，估計原因為北部身心醫學資源較充足及就醫相對方便，但仍

不足以應對兒少於生活環境或家庭所面對的困境而誘發自傷、自殘． 

 

研究結論認為隨著兒少自傷、自殘的發生逐年增加，急診一線人員應備有

處理這類病童的能力，及早發現並了解自傷、自殘的導引、機制及兒少背

景，結合社區及國家資源減少兒少自傷、自殘的發生． 

刊載雜誌資訊 

英文：Pediatrics and Neonatology 

中文：臺兒醫誌 

卷(册)：63(2) 

起始頁碼-結束頁碼：131-138 

發表年代 2022 

SCI 影響係

數 

2.083 

本論文在 

學術上之重要 

發現或貢獻 

臺灣兒少自傷、自殘的發生逐年增加，急診一線人員應備有處理這類病童

的能力，及早發現並了解自傷、自殘的導引、機制及兒少背景，結合社區

及國家資源減少兒少自傷、自殘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