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震驚醫療界 催生「災難醫學」科目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配合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大流行，醫學院教科書將新增「災

難醫學」科目。9 月 10 日，大韓預防醫學會表示將會在 2021 年出版

之預防醫學公共健康學教科書中新增以「災難與公共健康危機」為題、

A4 大小共計 20 頁之章節。該教科書將被採認為全國醫學院之共用預

防醫學官方教科書，預計將在 2021 年 1 月底改編出版。 

災難醫學將當代定義為「高危險現代社會」，並說明因災難引發

公共健康危機時，醫師需扮演的角色為何。雖然緊急醫學中已包含「災

難醫療」篇章，但預防醫學科將重點放在災難預防與整體災難情況。

目的是希望即使醫師的專業領域不盡相同，也都能扮演好災難應對專

家的角色。 

該科目教導學生在災難發生時了解公共健康危機出現的過程，並

說明醫療界的各階段應對方向。其中也包含與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合

作的過程。除了新冠肺炎外，還納入社會災難（戰爭、大型事故、恐

怖攻擊等）、自然災害（地震、水災、乾旱等）的模擬情節。 

新冠肺炎流行初期，醫療現場就曾出現「體系不完整讓醫療團隊

無所適從」的批評。大韓公共健康醫師協會有關人士表示：「政府鬆

綁封鎖令時，引發醫療界一片混亂、不知所措。醫療人員也認為必需

要提早準備、未雨綢繆。」一位醫學院有關人士則表示：「長期人力不

足導致醫療人員筋疲力盡，確診為新冠肺炎的醫療人員就高達 100 名。

而且傳染病流行初期的醫療人力錯置、Mers 過後未指定傳染病專門

醫院、與地方政府溝通不足等問題也同時存在。」 

負責教科書編輯的漢陽大學醫學院教授崔寶律﹙音譯﹚稱：「醫

療人員面臨實際災難情況時，才發現很多地方存在缺陷。不僅缺乏能

掌握傳染情況的整合型監測系統，醫療團隊在分析數據並下達指令方

面的能力也有所不足。」檀國大學醫學系教授權鎬長（音譯）則補充

道：「該科目的新設，讓醫學院學生將不只是為一般病人看診，還有

助於他們懂得思考更全面的國民健康問題，是一個指日可待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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