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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警示訊息 
發佈日期：2018.12. 

適用對象：所有醫療機構/所有醫療人員 

撰稿人：外部專家撰稿 

審稿專家：TPR 工作小組校修 

預防因小數點誤植或誤判所造成的給藥問題 

提醒 

從人因工程的觀點檢視，建議以「小數點前需有0」、「以分數取代小數」與「以

強制按鍵取代小數輸入」以減少藥品劑量於資訊系統中的輸入以及資訊接收的錯

誤 

案例描述 

60歲男性，某日下午病人至急診就醫，主訴早上開始頭暈，步態不穩，左

耳後方疼痛，急診醫師發現日前門診醫師開立Rivotril 0.5mg/tab 5# QD + HS 

X 5天(共50顆)，電話聯絡門診開立醫囑醫師確認病人Rivotril一次應服用0.5顆，

立即給予病人處置，並調整藥品劑量及衛教返家注意事項。 

建議作法 

為了提昇病人安全，針對小數點誤植或小數誤判所產生的給藥問題，有以

下幾點建議： 

1. 在小數點「.」前需有「0」。於輸入藥品劑量時，建議資訊系統強制拒絕

「.」前沒有「0」的輸入方式(Berman 2004, Williams 2007, Yin et al. 

2010)，並於資訊呈現時，以「0」作小數的開頭(如 0.5)。 

2. 以「分數」取代「小數」。建議資訊系統以分數(如1/2、1/3等)呈現輸入

後的藥物劑量(Yin et al. 2010)。 

3. 以強制按鍵取代小數。建議資訊系統設計分數按鍵(如 ½)強制進行小數的

輸入，而整數的輸入則維持以數字鍵輸入，並於輸入後以上述兩種格式呈

現小數。 

從人因工程的觀點，以「小數點前需有0」、「以分數取代小數」與「以強



NO.156                                            2018-A-05

制按鍵取代小數」將能減少藥品劑量於資訊系統中的輸入以及資訊接收的錯

誤。原因是以「0」作開頭的小數(如 0.5)或以分數呈現的小數(如 ½)與可能誤

讀的整數(如 5)之間(圖1a、圖1b)，相較以「.」作開頭的小數(如 .5)與可能誤

讀的整數(如 5)之間(圖1c)，在視覺辨識的差異性為大，較不容易產生資訊接收

上的錯誤(Poulton 1967)。而「以強制按鍵取代分數」將能以不同的輸入行為

區分整數與小數的輸入方式，提高人員於藥品劑量輸入時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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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資訊接收之差異比較-不同的小數呈現方式V.S.可能誤讀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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