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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是否應向病人揭露癌末病情，通常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家庭觀念深重的社會，無法完全排除家庭的因素。而家庭參與癌末病情揭露所引發的最大問題在於，家庭的決定不一定是基於病人的最佳利益。所以，為了維護癌末病人的最佳利益，必須透過尊重自律原則，以提升癌末病人的道德地位，而尊重自律原則最積極的表現，就是促進癌末病人的知情權。癌末病人適當使用知情權，有助於改變現今病人、家屬、醫師三方面，在有關癌末決定之問題上，權利向家屬傾斜的現象。


本文首先討論自律原則，以釐清癌末病人自律的重要性、行為能力及知情權的範圍，並討論諮詢同意原則，以了解與癌末病人自律有關的具體做法。其次，討論癌末病人的醫病關係，說明有關癌末病情的揭露內容、標準、及醫療特權與病情揭露的關係，進而建議癌末病人應在知情權的基礎上與醫師建立一種協議型的醫病關係，謹慎面對各項癌末醫療決定。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醫師對於癌末病情揭露的態度深受病人家屬的影響，家庭也擔負起大部份的癌末照顧責任，甚至在各項有關癌末的決定中介入甚深，討論癌末病人的家庭關係、家庭自律和病人自律的關係，有助於了解病人和家人的衝突。至於自律原則和不傷害原則之間的衝突，可以透過經權原則，以權變的方式解決原則間的衝突。最後，依據先前對於知情權、自律、諮詢同意原則、醫病關係、家庭自律、經權原則等的討論提出癌末病情的揭露模式做為本文的結論，並以此模式對二個案例進行分析，以驗證模式的可行性及其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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