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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為瞭解我國勞工乳癌篩檢之流行病學現況，研究對象為金融機構之女性

勞工。研究方法為發展貼近女性勞工之乳癌篩檢調查問卷，經專家會議、可讀性測試(前

趨測試)、信度及效度後，完成問卷定稿，進行受訪者調查。此外，以金融機構作為抽樣

母群體及調查樣本，採分層抽樣及配額抽樣方法併行，針對金融機構之規模與公、私營

種類及地區進行抽樣，總計回收之總問卷數量為 1,511 份。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之平均年齡為 42.63±10.36 歲，北部地區占 56.45%，固定日

班為主要之工作類型占 99.14%，有 1.46%受訪者曾經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有 17.50%

之受訪者有乳癌家族疾病史，且二等親內罹患乳癌之比例佔全體受訪者之 8.34%。在乳

癌篩檢知識部分，答對率較低之題項依序為「政府有提供 45-65 歲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政府有提供 40-44 歲一等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政府提供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為每三年一次」；乳癌篩檢態

度部分，需要加強之部分依序為「工作太忙讓我沒時間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交通

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我不

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前述均為金融機構女性勞工對乳癌篩檢較為擔心之原因；乳

癌篩檢行為部分，從未參與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受訪者比例超過五成(50.94%)，其中

40 歲以上有 36.53%。在曾經參與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受訪者中，40 歲以上之受訪者

僅 18.36%會定期做檢查，而從未參與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受訪者中，人數比例占最

多之原因依序為「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資格」、「公司的定期健

康檢查沒有提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有參加」及「工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

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乳癌篩檢「知識」、「態度」與「行為」具有相關性，知識

越高者較易擁有正向的態度，也較有可能付出行動參與的行為，故對於乳癌及乳癌篩檢

政策「知識」之不足，可能會影響其參加乳癌篩檢的「態度」與意願，進而降低女性勞

工參加乳癌篩檢之「行為」。此外，本研究透過單變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探討

相關因素與乳癌篩檢知識、乳癌篩檢態度及乳癌篩檢行為之相關性顯示，除了金融機構

公私營與規模種類、職務類型、年齡、婚姻狀況、工作壓力及目前月經狀況等因素之外，

喝酒、油炸食物及紅肉的攝取等飲食習慣皆與乳癌篩檢的知識、態度及行為有達統計上

顯著相關性，惟無法進行因果關係之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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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二十七條，依癌症防治法規定，對於符合癌症篩檢條

件之勞工，於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健康檢查時，得經勞工同意，一併進行口腔癌、大腸癌、

女性子宮頸癌及女性乳癌之篩檢。所定篩檢之對象、時程、資料申報、經費及其他規定

事項，依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又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乳癌篩檢政策，

政府補助 45 歲以上未滿 70 歲婦女，及 40 歲以上至未滿 45 歲且其二親等以內血親曾患

有乳癌之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Ｘ光攝影篩檢，且為公費之篩檢。據此，建議可於我國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既有規範下，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健康檢查時，依該規則實施例行之年度

健康檢查時，鼓勵女性勞工一併參與乳癌之公費篩檢，提高便利性並使其知曉有該篩檢

項目供選擇，相關部會亦可加強宣導鼓勵女性勞工參與該項篩檢。 

 

關鍵詞：金融機構、乳癌篩檢、乳房X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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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ical status of labor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in my country,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female worker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o develop a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that is suitable for 

female workers. After the expert meeting, readability test (trend 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questionnaire is finalized and the interviewee survey is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us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sampling parent group and survey samples,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quota sampl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in parallel to sample the siz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types and region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was 1,511.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the respondents is 42.63±10.36 years 

old, about half (56.45%) in the northern region, fixed day shifts are the main type of work 

(99.14%), and 1.46%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been diagnosed by doctors as With breast cancer, 

nearly 20% (17.50%) of the respondents had a family history of breast canc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degree relatives suffering from breast cancer accounted for 8.34% of all 

respondents. In the part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knowledge, the items with a low answer rate 

are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free regular mammogram examinations for women aged 45-65",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breast cancer among first-degree relatives aged 

40-44" Free regular mammogram examinations for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free regular mammogram examinations every three years"; the part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ttitude, the part tha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s "too busy at work 

makes me Don’t have time for a mammogram”, “Lack of transportation makes me not want to 

have a mammogram”, and “Mammograms are painful so I don’t want to have a mammogram”, 

all of which are financial Reasons why female workers in institutions are more worried about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In terms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behavior, more than 50% (50.94%)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mammography examinations, and 36.53% of them 

are over 40 years old. Among the respondents who have ever participated in mammography 

examinations, only 18.36% of the respondents over the age of 40 will have regular examinations, 

and among the respondents who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in mammography examinations, the 

proportion is the largest The reasons were listed as "I am not old enough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mmography examination", "the company's regular health examination does not provide 

mammography examination items, so I did not participate" and "I am too busy with work time 

for a mammogram.”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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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ed. People with higher knowledge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ac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behavior. Therefore, for breast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policy "knowledge The lack of "may affect their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thereby reducing the "behavior" of fema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In addition, this study use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evant factors and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knowledg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ttitude, and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behavior. In 

addition to factors such as type, age, marital status, work pressure, and current menstrual status, 

dietary habits such as alcohol consumption, fried food, and red meat intake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However, a causal relationship cannot be presumed. 

According to Article 27 of my country’s labor health protection rul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for workers who meet the 

conditions for cancer screening, when a business unit implements a labor health checkup, it 

may be tested for oral cancer, colorectal cancer, cancer, and Screening for female cervical 

cancer and female breast cancer. The subjects, timetable, data reporting, funds and other 

prescribed matters of the prescribed screening sha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entral health and welfar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policy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of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s women over the age of 45 and under the age of 70, and 

women over the age of 40 and under the age of 45 and whose blood relatives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have had breast cancer once every 2 years Mammography screening, and screening at 

public expense.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hat under the existing norms of my country's 

labor health protection rules, when public institutions implement labor health checks, and when 

implementing routine annual health check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female worker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t public expense to improve convenience. 

and make them aware that there is an option for this screening item, and other relevant ministries 

can also strengthen publicity. 

 

Keywords: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Financial industry, Mam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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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前言 

隨著生活習慣、飲食等型態的改變，罹患癌症的病患逐年升高，依據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08 年台灣癌症登記資料顯示，自民國 71 年起，癌症即成為台灣 10 大死因之

首，108 年台灣共有 50,232 人死於惡性腫瘤，占所有死亡人數的 28.63%，每 10 萬人口

粗死亡率為 212.82，每 10 萬人口年齡標準化死亡率為 119.69，此外，該統計中，女性

及男性乳房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分別占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的 12.25%及 0.04%，女

性及男性乳房惡性腫瘤死亡人數占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5.24%及 0.02%；而發生率

的排名於女性為第 1 位、男性為第 33 位；死亡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 2 位、男性為第 35

位，另，108 年初次診斷為女性及男性乳房惡性腫瘤者分別為 14,856 人及 53 人；當年

死因為女性及男性乳房惡性腫瘤者分別為 2,633 人及 12 人[1]。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及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2021 年公佈之數據顯示，在 2020 年，全球癌症負擔增加至 1,930 萬新增

病例和 1,000 萬人死亡；在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罹患癌症，而每 8 名男性和 11 名女

性中的 1 人死於癌症，而在全部癌症中，乳癌為全球女性最常罹患及診斷出的癌症，在

2020 年診斷出 230 萬例，首次超過新發生肺癌的數量，其佔所有新發癌症病例的 11.7%；

在高收入國家中的女性(例如：北美、歐洲)，乳癌的發生率高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

家，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發生率也正在逐漸增加[2]。綜上，可知乳癌在全球及我

國女性健康扮演著明顯影響的角色。 

「癌症篩檢」效益不只提高存活率，亦能降低癌症死亡率。依據公共衛生之疾病自

然史與三段五級之預防觀念，乳癌篩檢即屬於「第二段第三級」之「早期診斷及適當治

療」，可早期發現癌症或其癌前病變，經治療後可以降低死亡率外，還可阻斷癌前病變

進展為癌症。國內外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乳癌篩檢對於一般民眾在乳癌發生率及乳癌死

亡率的影響，然而鮮少有專門針對金融業勞工在乳癌篩檢方面的研究成果。為提供我國

對於乳癌篩檢政策有更完善的規劃，對於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之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將

可達到公共衛生之疾病自然史與三段五級預防的核心價值。 

台灣推行的乳癌篩檢雖然增加癌症發生數字，但大多能在無症狀癌症早期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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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大幅減少死亡率，治癒率顯著提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篩檢資料發現，106 年

發生人數增加最多的癌症為女性乳癌，癌症增加比率均以早期(0 期及 1 期)發現者居多；

106 年乳癌篩檢數相較於 105 年各增加約 4.8 萬人，經篩檢而發現的乳癌個案數相較前

一年各增加 800 多人[3]。顯示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民眾健康意識的提升，加上醫療院

所及衛生局所提供篩檢的便利性，於乳癌篩檢人數增加，發現早期的癌症比率有增加的

效果。癌症的發生可能因數十年長期的不良生活習慣而造成，如果能及早透過癌症篩檢

找出癌症徵兆，再加上早期診斷與治療，癌症存活率是相當高的。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統計資料分析顯示，每 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降低 41%乳癌死亡率。依台

灣癌症登記資料庫顯示，女性乳癌之早期(0 至 1 期)的 5 年平均存活率達 90%以上，甚

至到 2 期的存活率也還是保持 90%以上[4]。 

我國提供民眾「乳癌篩檢」政策已行之有年，對提升國民乳癌存活率及降低死亡率

有其貢獻；乳癌篩檢正是透過預防醫學之角度加以控制健康問題，並賦有公共衛生中三

段五級預防之概念。然本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於「我國勞工乳癌、大腸癌、口

腔癌及子宮頸癌之四癌篩檢對勞工健康影響之成效分析」之研究中發現，金融及保險業

(K 行業)女性勞工在乳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篩檢率散佈圖中呈現低篩檢率高發生率(高

風險)的結果，並且相較於教育業女性勞工有顯著較高的全期乳癌發生率(相對風險=1.07, 

95%信賴區間：1.00-1.13)風險。由於先前研究中無法得知各別勞工罹患乳癌之危險因子，

因此有必要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6 年出版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將其

細分為四小類並進一步進行問卷調查，以分析瞭解我國勞工對於乳癌篩檢的知識、態度

及行為，提供我國乳癌篩檢政策更完整之實證參考。 

第二節 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瞭解我國金融業女性勞工參與乳癌篩檢現況，及於職場上接收

到乳癌篩檢政策現況，並探究巨量資料庫所限制之資訊，包含相關之乳癌流行病學特徵

(危險因子)、生活史、家族史等，及接受篩檢之細部資訊(例如為何不願參與乳癌篩檢之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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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項目 

一、蒐集國內外金融業等相關白領勞工罹患乳癌之流行病學及乳癌篩檢文獻。 

二、比較我國及先進國家(例如歐盟、美、日、韓、澳洲、英國等)對乳癌篩檢定義之差

異。 

三、整理本所過往執行之乳癌相關研究。 

四、召開 2 場專家會議，其中 1 場針對問卷設計及內容、1 場針對抽樣設計及前趨測試，

與會之專家須具備相關專業背景，以確保本研究之專業及嚴謹度。 

五、完成至少 1,500 份之金融業女性勞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項目包含勞工不願參與乳

癌篩檢之原因。 

六、進行問卷調查之前趨測試。 

七、進行問卷調查之信度、效度測試。 

八、針對我國金融業女性勞工之乳癌篩檢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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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乳癌之流行病學及乳癌篩檢 

一、國際乳癌之流行病學現況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及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2021 年公佈之數據顯示，2020 年全球

癌症負擔增加 1,930 萬新增病例和 1,000 萬人死亡；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罹患癌症，

而每 8 名男性和 11 名女性中的 1 人死於癌症。在全部癌症中，乳癌為全球女性最常

罹患及診斷出的癌症，在 2020 年首次超過新發生肺癌的數量，其佔所有新發癌症病例

的 11.7%；在高收入國家中的女性(例如：北美、歐洲)，乳癌的發生率高於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的國家，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發生率也正在逐漸增加[2]。在 2021 年的一項

研究調查顯示，乳癌已成為全球最常診斷的癌症(超過肺癌)和第五大癌症死亡原因，預

計 2020 年將有 230 萬例病例和 68.5 萬例死亡，而 2070 年病例預計將達到 440 萬例；

在女性中，乳癌約佔所有癌症病例的 24.5%，佔癌症死亡人數的 15.5%，在世界大多數

國家，乳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2020 年)[5]。 

歐洲國家(北歐、英格蘭、威爾士和荷蘭)在 1980 年代中後期開始進行國家篩檢計

劃後，乳癌發生率以每年增加 1-3%的速度增長；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一些歐洲國家

的發生率逐漸緩和或趨於平穩，特別是在荷蘭、瑞典、英格蘭和威爾斯。而西班牙乳癌

的發生率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則穩定的上升，但在 2001 年後開始下降，每年下降 

3.0%[6]；在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大多數國家的乳癌死亡率增加，尤其在東歐和南

歐國家，然而從 1990 年代開始，乳癌死亡率趨於平穩而下降。在美國和加拿大觀察到

的狀況與歐洲大致相似，白人和黑人女性的乳癌發生率皆有增加，增加的情形大多發生

在 1980 年至 1987 年期間；由於此時加強乳房篩檢，導致因乳房 X 光檢查發現的乳癌病

例增加，自 1980 年代後期以後，總增加率已緩和至每年 0.6%[7]。 

在亞洲地區中，中國的乳癌發生率迅速上升，已成為中國主要城市女性最常見的癌

症，其發生率以每年 3%的速度持續上升，依據中國國家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Center, 

NCCR)數據顯示，在 2004 年至 2008 年期間，乳癌的粗發生率從 40 人上升至 48 人(每

100,000 名女性)[8]。依據韓國乳癌協會(Korean Breast Cancer Society, KBCS)和中央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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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處的數據顯示，2017 年有 2 萬 6 千多例新診斷乳癌的患者，使其成為第五大最常見

的癌症類型(9.6%)；它是韓國女性最常見的癌症類型，佔病例的 20.3%；新診斷出罹患

乳癌的女性患者人數每年都在增加，2017 年診斷出包含原位癌在內的 26,430 名乳癌患

者是 2000 年患者人數(6,234 人)的 4.2 倍[9]。 

依據日本國家生命統計數據和三個都道府縣(山形、福井和長崎)癌症登記處數據顯

示，2010 年後女性乳癌發生率趨於平穩，女性乳癌的死亡率也逐漸減緩；同時日本女性

的乳癌篩檢(乳房 X 光檢查)參與率也增加，使得早期乳癌和乳房原位癌也隨之增加，而

死亡率也逐漸趨緩[10]。在 2002 年的一項研究中顯示，全球 411,000 例乳癌死亡病例中，

有221,00例(54%)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雖然乳癌的發生率在已開發國家最高，

但在大多數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乳癌發生率的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還要快[11]。在埃

及的一項研究顯示，女性最常見的癌症為乳癌(38.8%)，在下埃及、中埃及和上埃及區域

女性罹患乳癌分別為 33.8%、26.8%和 38.7%[12]。乳癌是資源匱乏國家癌症死亡的主要

原因，在高收入國家的生存率明顯提高，但中低收入國家的存活率仍然很低。依據南非

國家癌症登記處的數據顯示，乳癌是女性的主要癌症，南非婦女中每 29 人有 1 人罹患

乳癌；其中導致乳癌死亡率上升的原因可能為許多南非女性缺乏乳房自我檢查(Breast 

Self Examination, BSE)和其他篩檢的知識，錯過了早期發現的機會[13]。 

二、台灣乳癌之流行病學現況 

癌症在台灣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8 年台灣癌症登

記資料顯示，自民國 71 年起，癌症即成為台灣 10 大死因之首。民國 108 年台灣共有

50,232 人死於惡性腫瘤，占所有死亡人數的 28.63%；每 10 萬人口粗死亡率為 212.82，

每 10 萬人口年齡標準化死亡率為 119.69。在民國 108 年的統計中，女性及男性乳房惡

性腫瘤發生個案數分別占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的 12.25%及 0.04%，女性及男性乳房

惡性腫瘤死亡人數占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5.24%及 0.02%。乳房惡性腫瘤發生率的

排名於女性為第 1 位、男性為第 33 位；死亡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 2 位、男性為第 35 位。

民國 108 年初次診斷為女性及男性乳房惡性腫瘤者分別為 14,856 人及 53 人；當年死因

為女性及男性乳房惡性腫瘤者分別為 2,633 人及 12 人[1]。綜上，可知乳癌在全球及我

國女性健康扮演著明顯影響的角色。 

三、金融業勞工乳癌之流行病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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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許多研究顯示白領勞工罹患乳癌的風險較高。中國的研究指出，白領勞工具

有較高罹患乳癌的風險，包含專業和管理職業、文員/秘書和相關工作、教師、護士、科

學家、醫生、其他衛生專業人員、神職人員、教學人員、工程技術人員、醫療和保健人

員以及其他一些專業等工作者，都可能與工作壓力和夜間工作有關[14]。依據在調整生

產、年齡和生活方式等風險因素的瑞典研究發現，白領勞工罹患乳癌的風險高於藍領勞

工，專業人員、行政和會計等職業類別的女性罹患乳癌風險高於銷售、運輸、生產和服

務等職業的女性；可能因白領勞工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使其壓力較藍領勞工更大，或

因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女性(白領勞工)對於乳癌篩檢較積極參與，因此乳癌的檢出率較

高[15,16]。加拿大的研究更指出，包含教師、護士、圖書館員、收銀員、秘書、其他文職

人員的傳統女性職業以及受僱於業主、經理和政府官員、科學家、醫生、醫療和牙科技

師以及會計師的專業人員中，乳癌死亡率的風險增加；而通信檢查員、女警察、經紀人、

金融推銷員和郵政工作人員中甚至觀察到超過 3 倍的風險[17]。日本的研究則顯示，罹

患乳癌的風險與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呈正相關，在服務業和白領勞

工(較高的社經地位)罹患乳癌的機率高於家庭主婦(已調整吸煙和飲酒等因素)，可能因為

SES 較高的女性具有較大的工作場所人際壓力；且白領勞工包含約 40%的醫療專業人士

(護士和醫生)，罹患乳癌風險也可能與夜間工作而導致的睡眠障礙相關[18]。在丹麥的研

究針對了社會經濟地位與乳癌發生率及風險進行探討，發現女性乳腺癌的風險及發生率

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而增加，並指出其可能是由生殖因素、荷爾蒙替代療法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和酒精所影響[19, 20]。在另一項芬蘭的研究也有類似

的發現，在該研究的 22,616 例女性乳腺癌病例中，屬於社會階級較高的第 I 類和第 II 

類女性發生率顯著高於社會階級較低的女性[21]。 

綜上研究，屬於白領勞工的金融業勞工有較高的罹患乳癌風險可能與工作壓力[14]、

較積極參與乳癌篩檢而導致檢出率升高[15,16]、工作場所人際壓力[18]、社會經濟地位、

荷爾蒙替代療法和酒精[19,20]有關。在加拿大的研究指出金融推銷員具有超過 3 倍的乳

癌死亡率風險[17]。 

四、乳癌年齡趨勢 

在一項美國女性乳癌的研究顯示了年輕化的現象。美國，每年約有 230,000 例乳癌病

例，其中約 13,000 例為年齡小於 40 歲的女性[22]。另一項調查 20-49 歲年輕女性乳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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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的研究中顯示，大多數乳癌病例發生在 40-44 歲和 45-49 歲的女性中(77.3%)；並發

現從 2004 年到 2013 年，亞洲或太平洋島民(Asian Pacific Islander, API)的 20-34 歲的女性

乳癌發生率有增加的趨勢[23]，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呈現鮮明的對比，具有較高比例罹患

乳癌的年輕患者，亞洲國家罹患乳癌的年輕患者接近 25% [24]。在韓國，乳癌是青少年

和年輕成人女性(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AYA)最常見的 5 種癌症之一，佔所有 AYA

罹患癌症的 4.9%，並被確定為 AYA 女性年發生率明顯增加的癌症[25,26]；在香港也觀

察到同樣的趨勢，年輕女性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3.6% [27]；同樣的，台灣 AYA 女性的乳

癌發生率在過去 20 年中迅速增加[28]；在伊朗則是有 23%的乳癌發生在 40 歲以下的女

性身上，在埃及則是約 16%的乳癌病例發生於年齡小於 40 歲的女性中[29]。一項研究提

出年輕人口罹患乳腺癌通常是因為家族遺傳，而增加 AYA 罹患乳癌風險的因素包含初

經過早、口服避孕藥、無排卵性不孕症和 30 歲以後的晚期分娩[30]。另一項拉丁美洲年

輕女性乳癌的研究也顯示過去 50 年中，拉丁美洲生育行為有明顯的變化，其生育率穩定

的逐漸下降，越來越多的女性的出現晚育的狀況，甚至選擇放棄生育，而這一趨勢與乳

癌發生率呈負相關[31]。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得知乳癌發生率有年輕化的趨勢[23]。與歐美國家相比，亞洲國

家具有較高的乳癌年輕患者比例[24]，在韓國、香港和台灣皆顯示出年輕女性罹患乳癌

的比例有迅速上升的趨勢[25-28]，而影響年輕女性罹患乳癌的因素包含家族遺傳初經過

早、口服避孕藥、無排卵性不孕症和晚育( 30 歲後分娩)[30, 31]。 

五、乳癌篩檢參與之現況 

一項調查美國 1975 年至 2000 年乳房 X 光篩檢和輔助治療對乳癌死亡率的影響研究

顯示，篩檢和治療有助於乳癌死亡率下降；死亡率是藉由篩檢和治療的合併進行而下降，

如果不進行治療(包含手術)，篩檢不會產生任何益處，但通過篩檢可以在早期階段發現癌

症，使得治療更有效[32]。而在一項調查日本癌症的研究顯示，日本在女性乳癌的控制措

施方面較為落後，日本的癌症篩檢參與率一直低於其他國家；然而，癌症篩檢可有效降

低癌症的死亡率，因此，宣導癌症篩檢是十分迫切的，以減少日本的女性乳癌[33]。而在

發展中國家的乳癌篩檢狀況因醫療資源有限，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沒有進行過乳癌篩檢

計劃，且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對乳癌的認識普遍較低。在印度一項研究表明，只有 56%的

女性瞭解乳癌[34]；而在伊朗的一項研究發現，1,402 名的女性只有 61%的女性瞭解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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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在孟加拉，雖然受過教育的女性對乳癌的認識較高(12 以上學校教育)，但在受教育

程度較低的女性中，只有 70%瞭解乳癌[36]。因此在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大多數發現罹患

乳癌時，已是不易治療的晚期，這也導致為何發展中國家的乳癌發生率相對較低，但全

球一半以上的乳癌死亡皆發生在中低收入國家的原因。而這些不瞭解乳癌的女性被受邀

參加乳癌篩檢、診斷、治療時，由於參與者的頑固態度，特別是在診斷和治療方面，使

得調查不得不放棄，且乳房 X 光檢測價格十分昂貴，若國家以公共衛生政策的形式或定

期的方式進行篩檢時，才能放大乳癌篩檢的益處[37,38]。 

綜合過往研究得知篩檢和治療合併進行將有助於乳癌死亡率下降，通過篩檢可以

在早期階段發現癌症，使得治療更有效[32]；然而，發展中國家(印度[34]、伊朗[35]、孟

加拉[36])的研究顯示其女性對於乳癌的認知並不夠充足，因此在發現罹患乳癌時已難以

治療，導致全球半數的乳癌死亡皆發生在中低收入國家。另一乳癌篩檢之阻力為篩檢價

格昂貴，若國家以公共衛生政策的形式或定期的方式進行篩檢時，更能放大乳癌篩檢的

效益[37,38]。 

六、乳癌篩檢意願之調查 

過去亦有研究針對女性參與乳癌篩檢的意願進行探討，表 1 為影響女性參與乳癌

篩檢意願之因素。 

一項尼泊爾的研究顯示，女性對於乳房 X 光檢查、臨床乳房檢查和乳房自我檢查

等三種廣泛使用的乳癌篩檢方式與態度、主觀規範和感知行為控制呈現正相關；認為自

己易罹患乳癌的女性較其他女性有較高的意願接受乳房 X 光檢查和臨床乳房檢查，曾

參與過乳癌宣導計劃的女性有較高的意願接受乳房 X 光檢查的意願。該研究指出積極

的態度、家人和親人的篩檢建議會提高女性進行篩檢意願，並且金錢因素會影響女性參

與乳癌篩檢的意願，因為在篩檢服務不易取得的中低收入國家中，許多女性沒有經濟能

力負擔乳房 X 光檢查等昂貴的服務[39]。在約旦進行的研究顯示，約旦女性是否有意願

進行乳房 X 光檢查會受到重要他人(家人、朋友、丈夫等)意見、伊斯蘭教的宿命論信仰

以及乳癌主觀認知的影響(即大多數女性只有在出現症狀時才認為需要篩檢，當沒有症

狀出現時並不會主動進行篩檢)[40]。香港的研究顯示，香港女性在預防和早期發現乳癌

的意識相當缺乏，且華人女性比較保守，認為多餘的身體接觸是不必要的，因而導致香

港女性大多知道 3 種乳癌篩檢的方法，卻鮮少實際參與篩檢；另一影響香港女性篩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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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的重要因素為成本問題，以預防為目的的癌症篩檢服務不在健康保險範圍內而需要自

費，這可能是造成低篩檢率的一個原因[41]。另有研究顯示，職業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

素，不同職業的女性對乳癌的知識和瞭解不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例如醫生(同意篩檢

50%)、護士(同意篩檢 66.7%)和教師(同意篩檢 66.7%)，其篩檢意願遠高於農民等教育程

度較低者(不同意篩檢 70%)。第二個影響因素為篩檢費用，高昂的篩檢費用是降低女性

篩檢意願的重要性因素，當負擔不起篩檢費用時，他們的參與意願會降低，甚至認為篩

檢是不必要的。第三個影響因素是感知嚴重程度，當女性瞭解乳癌的嚴重性和危害以及

相關後果，會有更高的篩檢意願。第四個影響因素是教育計劃，有效的教育計劃能提高

對於乳癌知識的瞭解，並增加篩檢意願；有鑑於此情況，未來的健康教育應增加對乳癌

危險因素、症狀和乳房 X 光攝影篩檢必要性方面的知識，以幫助消除女性對乳癌的誤

解，增強她們對定期篩檢的認識[42,43]。美國和英國針對黑人女性參加乳癌篩檢意願的

研究顯示，許多女性對篩檢缺乏信心，或者不願意檢查自己的乳房，因此無法在早期時

發現細微變化，發現時已是乳癌晚期。此外，恐懼可能是導致黑人女性無法尋求幫助的

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害怕癌症治療和被伴侶遺棄，而導致會害怕癌症診斷，並且迴避和

否認[44]。綜合上述研究，女性參與乳癌篩檢意願的可能性將隨著女性對乳癌篩檢的認

知、態度及行為因素有所變化。 

表 1 各國影響女性參與乳癌篩檢意願之因素 

國家 影響乳癌篩檢意願之因素 文獻 

尼泊爾 

(1) 認為自己易罹患乳癌的女性有較高的意願接受乳房 X 光檢

查和臨床乳房檢查。 

(2) 曾參與過乳癌宣導計劃的女性有較高的意願接受乳房 X 光檢

查的意願。 

(3) 積極的態度、家人和親人的建議會提高女性進行篩檢意願。 

(4) 經濟因素會影響女性參與乳癌篩檢的意願。  

[39] 

約旦 

(1) 受到重要他人(家人、朋友、丈夫等)意見影響。 

(2) 受到伊斯蘭教的宿命論信仰影響。 

(3) 乳癌主觀認知的影響。(未出現症狀時認為不需要篩檢) 

[40] 

香港 (1) 華人女性比較保守，認為多餘的身體接觸不必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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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影響乳癌篩檢意願之因素 文獻 

(2) 金錢問題。(癌症篩檢服務需要自費) 

中國 

(1) 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因為對乳癌的知識和瞭解不同，教育程

度較高者篩檢意願高於教育程度較低者。 

(2) 篩檢費用。 

(3) 感知嚴重程度。(瞭解乳癌嚴重性及後果者，有更高的篩檢意

願) 

(4) 有效的教育計劃能提高對於乳癌知識的瞭解，並增加篩檢意

願。  

[42, 43] 

美國 
(1) 恐懼。因為害怕癌症治療和被伴侶遺棄，導致害怕癌症診斷，

並且迴避和否認。 
[44] 

第二節 比較我國及先進國家對乳癌篩檢之定義 

一、我國對於癌症篩檢相關政策、管理作法及規定 

我國為整合運用現有的醫療保健資源，同時有效推動癌症防治工作，於 2003 年制

定了「癌症防治法」[45]。依據此項法令，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設立了癌症防治政策

委員會，其設置目標之一即為審查我國所執行癌症篩檢方案，並將此推行於癌症防治醫

療機構所組成的治療服務網中，而此類癌症防治醫療機構應於內部成立癌症醫療品質小

組，以確保其癌症篩檢及診斷治療之品質。後續於 2005 年通過了「癌症診療品質保證

措施準則」[46]，進一步提升我國癌症防治醫療機構為癌症病患及其家屬所提供的醫療

服務(預防、篩檢、診斷、治療、復健、病友支持、追蹤與安寧療護)品質。措施準則中

針對癌症篩檢服務部分提到，癌症防治醫療機構應依來院就診病人之需求，同時配合政

府當局現行之癌症篩檢政策，主動提供院內就診民眾、家屬及社區癌症篩檢服務及其相

關資訊。 

癌症的早期預防及篩檢有助於找到人類癌前病變的危險因子，而因篩檢發現的早

期癌症，進行治療後即可降低死亡率，同時提升病人的存活率。因此，我國衛生福利部

比照「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第 33 條，研訂了癌症防治法第 13 條：以菸品健康福利

捐於 2010 年起，支應符合一定資格之國民免費乳癌、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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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免費篩檢服務。而針對我國乳癌免費篩檢服務內容，將於後續分節中詳述。 

二、我國乳癌篩檢政策 

乳癌為我國女性好發癌症第一位，因此我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2002 年推動

了二階段式乳癌篩檢，以問卷篩選乳癌高危險群後，再轉介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門診。

2004 年 7 月起，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改變了乳癌篩檢服務提供形式，不再只針對高危

險群，而是全面對 50 至 69 歲的婦女提供每 2 年 1 次的乳房 X 光攝影篩檢服務。在癌症

篩檢服務運行的同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也依據癌症篩檢資料庫不斷的調整癌症篩

檢服務的覆蓋範圍。2009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再次對乳癌篩檢服務對象資格做出

更動，將原本的篩檢起始年齡下修至 45 歲，且隔年更進一步將 40 至 44 歲具家族乳癌

史的婦女納入免費篩檢服務提供對象至今[47]。 

三、先進國家(如歐盟、美、日、韓、澳洲、英國等)對於癌症篩檢相關政

策、管理作法及規定 

本研究藉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HPA)、日本勞動省所設立之國立癌症研究中心(National Cancer Center 

Japan, NCCJ)、韓國國立癌症中心之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Control Institute, NCCI)、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HME)、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歐盟所成立

之歐洲防治癌症行動夥伴關係(European Partnership for Action Against Cancer, EPAAC)、

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 Social Care, DHSC)以及澳洲癌症衛生署(Cancer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DH)等國內外癌症管制單位或權威組織的公開網路資

訊，系統性地蒐集各先進國家對於乳癌篩檢相關政策、管理作法及規定資訊，並將其法

規條文彙整於表 2，另針對癌症篩檢歸納出各國官方現行乳癌篩檢服務內容於表 3。 

日本政府於 1997 年前將癌症篩檢視為「老人保健法」範圍內的老人保健業務項目，

最早的癌症篩檢是 1983 年因此法開始的胃癌、子宮頸癌篩檢，後續分別於 1987 年及

1992 年增加了肺癌、乳癌及大腸癌篩檢等項目，然而 1998 年後，癌症篩檢不再歸屬於

老人保健業務，而是轉為各地方政府的市政業務。因此日本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MHLW)於 1998 年制定了第一版「健康檢查管理業務實施指南」[48]，

市政當局可依此自行規劃和實施癌症篩檢的相關業務，並建立不同癌症的篩檢專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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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其職責即針對篩檢業務進行篩檢效益評估及品質管理，並將結果匯報予市政當局作

為後續篩檢政策施政依據[49]。 

雖然日本政府已於癌症控制預防政策投入大量資源，但癌症仍是日本國民第一大

死因。為進一步加強對癌症之衛生控制，MHLW 於 2003 年頒布「癌症控制基本法」[50]，

總則第一條即闡述此法條制定之目的，建立起癌症控制政策基本原則，透過明確國家政

府、地方政府、醫療保險業者、國民、醫療照護者以及企業的職責，制定癌症防治計畫

及癌症防治基本項目，進而全面、系統性的促進癌症防治。該法針對癌症篩檢業務同樣

以不同角度進行闡述，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為提高癌症篩檢品質，應執行癌症篩檢

方法研究、癌症篩檢業務評估、確保從事癌症篩檢相關業務之醫護人員的培訓資源等必

要措施，並投入癌症篩檢的普及和宣導，以提高國民癌症篩檢的諮詢率。而醫療保險業

者應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採取的癌症預防措施，國民則應對癌症有正確的認知，如吸

菸、飲食、運動等生活習慣對健康的影響，並對癌症預防給予必要的重視，且盡可能接

受必要的癌症篩檢。 

另一方面，日本 MHLW 於 2002 年提出的「健康促進法」第 19-2 條規定[51]，執

政當局應積極執行健康教育、健康諮詢等促進國民健康項目，而癌症篩檢即其中一項明

列於法規中的健康促進項目。而後 MHLW 頒布了「癌症預防優先健康教育和癌症篩檢

實施指南」[52]，並以此為基礎進行癌症篩檢政策的推行。現行日本癌症篩檢政策為其

國民提供的癌症篩檢項目與我國不盡相同，包含乳癌、大腸癌、子宮頸癌、胃癌及肺癌

篩檢[53]。最早開始的國家癌症篩檢計畫項目為 1983 年的子宮頸癌篩檢。後續分別於

1987 年新增乳癌篩檢項目，以 40 歲以上婦女作為服務提供對象，建議每 2 年進行 1 次

乳房 X 光攝影。 

韓國自 1983 年起，癌症成為其國民第一大死亡原因。韓國政府為減少癌症造成的

社會負擔，於 1996 年開啟了第一期 10 年國家癌症控制計畫(1st Term 10-year Plan for 

Cancer Control)，而國家癌症篩檢計畫(Nationa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NCSP)作為該

計畫的一部分於 1999 年開始推動。後續於 2003 年立法通過的「癌症控制法」[54]，則

是韓國政府第一個針對癌症控制政策所建立的法律框架，也是中央主管機關制定和實施

有組織性的癌症早期篩檢計畫的重要法源依據[55]。該法第 11 條第 4 項內容皆針對癌症

早期篩檢服務做出原則性規範，中央主管機關即韓國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OHW)為提高癌症康復率及降低癌症的死亡率，藉由「國家健康促進法」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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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國家健康促進基金，為符合資格之國民提供癌症早期檢查服務。而韓國總統令規定

了現行癌症篩檢服務內容，包含篩檢費用補貼資格、癌症篩檢種類、頻率、年齡等事項。 

韓國政府自 1999 年開始推行的 NCSP，主要服務對象為韓國低收入且需醫療的援

助者以及部分國家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下的民眾，NCSP 為其提供了

數項免費癌症篩檢服務。韓國國家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Center, NCC)、MOHW 和相

關學術團體也透過合作交流，定期審議 NCSP 內容是否符合韓國國民需求，以及現行的

癌症篩檢政策是否具有執行效益。目前 NCSP 是針對韓國五個最常見的癌症提供癌症篩

檢服務，包含胃癌、肝癌、大腸癌、乳癌及子宮頸癌篩檢[56]。而乳癌及子宮頸癌即為

最早開始的癌症篩檢項目，NCSP 建議 40 歲以上的婦女每 2 年進行 1 次乳房 X 光攝影。 

美國 CDC 則是建議國民遵循美國預防服務工作隊(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的建議進行常態性的癌症篩檢[57]，USPSTF 建議年齡在 50 至 74 歲之間

的女性應每 2 年進行 1 次乳房 X 光攝影；40 至 49 歲的女性則視情況與醫生或專業醫療

人員商討是否該進行乳房 X 光攝影。 

美國大多數健康保險計畫和 Medicare 皆涵蓋 USPSTF 所建議的癌症篩檢項目，但

仍存在少數民眾無法負擔相關篩檢費用，以至於這些民眾在 USPSTF 建議篩檢年齡段難

以規律性進行特定癌症篩檢。因此美國政府針對癌症篩檢仍執行數項安全網計畫，包含

因 1990 年通過「乳癌和子宮頸癌死亡率預防法」所建立起的國家乳癌及子宮頸癌早期

篩檢計畫 (National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Early Detection Program, NBCCEDP)。

NBCCEDP 主要提供服務對象為美國年收入低於 250％的聯邦貧窮標線(Federal poverty 

level, FPL)之民眾、未投保健康保險或健康保險不足以支付篩檢費用的婦女，並為其免

費提供乳癌和子宮頸癌篩檢服務，計畫篩檢項目包含針對 40 至 64 歲女性提供的臨床乳

房檢查及乳房 X 光攝影，以及針對 21 歲至 64 歲女性提供的子宮頸抹片檢查及 HPV 

testing[58]。截至 2020 年統計 NBCCEDP 資助了全美國 50 個州、哥倫比亞特區、6 個美

國領土和 13 個部落組織，共計 70 個地區的醫療篩檢服務計畫[59]。 

除確保弱勢群體得以進行癌症篩檢的安全網計畫，美國 CDC 為提升國民癌症篩檢

率，同樣進行了數項相關宣導教育政策。乳癌宣導教育政策是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依據 2009 年「年輕人乳癌教

育、意識及學習法案」(Breast Cancer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Requires Learning Young 

Act)[60]，建立起年輕女性乳腺癌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Breast Canc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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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Women, ACBCYW)，以協助美國疾病管制署(Centers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製定乳癌相關宣導計畫，提高 40 歲以下婦女對乳癌的認識及增加相關

預防篩檢資訊的獲取管道。 

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部分國家政策中的第 153 條，歐盟建議會員國執行的

國家政策指導文件應以改善會員國公共衛生、預防人類疾病及消除對人類健康危害為目

的，政策內容應涵蓋針對引起健康危害疾病控制措施、疾病發生和傳染途徑研究及相關

預防措施。因此在癌症逐漸成為會員國國家疾病負擔的情況下，歐盟衛生部於 2003 年

通過一系列有關癌症篩檢的建議文件，即「歐盟癌症篩檢建議」(Council Recommendation 

on cancer screening 2003/878/EC)[61]。歐盟理事會建議會員國推行系統性國家人口癌症

篩檢計畫，並將歐盟出版的癌症篩檢品質保證指南作為執行依據，以確保癌症篩檢品質。

於執行癌症篩檢計畫後，建議會員國建立起集中式癌症篩檢數據系統，作為計畫中的篩

檢方案的制定依據，同時確保篩檢方案中的所有目標人群接定期收到篩檢計畫邀請通知，

並能有效收集、管理和評估篩檢測試結果數據。另一方面，會員國應充分對篩檢計畫各

級人員進行醫療培訓，以確保能為國民夠提供高品質的篩檢。 

過去研究已證實乳癌是能透過早期癌症篩檢達到有效預防，因此歐盟理事會建議

會員國制定國家癌症篩檢計畫時，應針對乳癌進行推動，並於附錄中列出乳癌篩檢的目

標人群年齡建議最大範圍。乳癌篩檢按「歐洲乳癌篩檢和診斷指南」(European Guidelines 

for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nd Diagnosis)以乳房 X 光攝影為篩檢項目，建議目標年齡為

50 至 69 歲的婦女。 

此外，歐盟理事會要求會員國在執行相關癌症篩檢計畫後，應每三年向歐盟遞交相

關執行報告，以利於歐盟衛生部後續篩檢政策建議、準則及指南的更新。在最新一版 2017

年的「歐盟癌症篩檢：理事會建議及實施報告」中[62]，歐盟針對其會員國截至 2016 年

前(包含英國)的癌症篩檢計畫實施近況做了統計。依據歐盟乳癌篩檢計畫推行統計，除

保加利亞、希臘和斯洛伐克外，所有歐盟成員國皆制定了國家乳癌篩檢計畫，且多數篩

檢方案目標人群為 50 至 69 歲年齡段的婦女，篩檢頻率則為 2 年 1 次，其他還有的建議

篩檢頻率是每 3 年 1 次，推行國家為馬爾他和英國政府。 

英國國家篩檢計畫(National population screening programme, NHS programme)是由

英國國民保健署(United kingdom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免費實施，英國居民只要向

居住地附近的家庭醫學科醫生進行信息登記後，系統會依據個人身分訊息自動發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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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篩檢資訊。NHS programme 共計有 11 個篩檢項目，其中癌症篩檢項目包含乳癌(Breast 

screening programme, BSP)。雖然英國並未針對國家篩檢計畫進行相關立法程序，但 NHS

及英國國家篩檢委員會(UK National Screening Committee, UK NSC)仍可透過許多官方執

行文件及指引，審視每一個篩檢計畫的可行性、有效性和適當性，包含英國國家篩檢委

員會審查證據程序指引(UK NSC: evidence review process)、篩檢計畫可行性、有效性及

適當性指引 (Criteria for appraising the via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a 

screening programme)、NHS 品質保證指南(NHS population screening: role and functions of 

quality assurance)等。且隨著新技術和研究的出現，UK NSC 每隔三年會定期重新審視國

家篩檢計畫執行建議，以確保英國篩檢計畫的篩檢品質。最早由政府當局系統性開始的

癌症篩檢計畫為 1988 年執行的 BSP，針對 50 歲至 71 歲之間的女性，系統會每 3 年自

動發送一次乳癌篩檢的乳房 X 光攝影資訊[63]。 

澳洲國家篩檢政策是政府基於人口篩檢架構(Population-based screening framework)

研訂，目前由澳洲衛生部(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負責癌症相關國家

篩檢計畫的推行，其中包含了澳洲乳癌篩檢計畫(BreastScreen Australia Program)。澳洲

政府雖未針對癌症相關篩檢計畫之執行進行立法，但於澳洲衛生部官方網站公告了一系

列癌症篩檢計畫之政策聲明及執行文件，並藉由這些政策文件確保癌症篩檢計畫能得到

最佳的實踐，同時為人民提供高品質的癌症篩檢服務。上述政策聲明文件包含了包含澳

洲乳癌篩檢國家資格政策在內等數十項文件[64]。 

國家癌症篩檢計畫依上述政策執行後，所收集到的相關數據資訊皆會被納入國家

癌症篩檢資料登記庫(National Cancer Screening Register, NCSR)，後續由澳洲衛生福利部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IHW)進行數據彙整及統計，並於官方網站上

公告癌症篩檢計畫執行績效指標及季度報告，作為篩檢政策相關資訊供民眾參閱。而國

家癌症篩檢資料登記庫的建立，其法源依據為 2016 年頒布的「國家癌症篩檢登記法」

(National Cancer Screening Register Act)[65]。 

現行澳洲國家癌症篩檢服務對象為澳洲全民健康保險計畫(Medicare)中的投保民

眾，並為其提供免費必要篩檢。而於 1991 年開始的澳洲乳癌篩檢計畫會利用電子郵件

每兩年自動寄送免費乳房 X 光檢查資訊，寄送對象為 50 歲至 74 歲婦女。此外年齡在

40 歲到 49 歲之間或 75 歲以上婦女，雖不會收到系統寄發資訊，但此年齡階段婦女在諮

詢醫生後，仍可進行免費乳房 X 光檢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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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提
升
癌
症
病
患
康
復
率
及
降
低
其
死
亡
率
。

 

§
 1

1
-2
韓
國
總
統
令
規
定
了
現
行
癌
症
篩
檢
服
務
內
容
，
包
含
篩
檢
費
用
補
貼
資
格
、
癌
症
篩
檢
種
類
、
頻
率
、
年
齡

等
事
項
。
而
衛
生
福
利
部
官
員
應
依
據
國
家
癌
症
統
計
數
據
，
審
議
並
更
新
癌
症
篩
檢
的
服
務
對
象
資
格
、
癌
症
篩
檢

種
類
和
檢
查
時
間
等
執
行
內
容
。

 

§
 1

1
-3

 
應
由
衛
生
福
利
部
制
定
癌
症
篩
檢
方
法
和
程
序
等
事
項
。

 

§
 1

1
-4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之
人
民
癌
症
預
防
、
篩
檢
費
用
，
得
由
「
國
家
健
康
促
進
法
」
所
設
立
的
國
家
健
康
促
進
基
金

針
對
符
合
資
格
之
民
眾
補
貼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
。

 

美
國

 

乳
腺
癌
和
宮
頸
癌
死
亡
率
預

防
法

 

1
9
9
0
年

[6
8
] 

§
 4

2
 U

S
C

 3
0
0
k
 a

 C
D

C
可
以
向
各
州
提
供
款
項
支
助
，
以
執
行
相
關
篩
檢
計
畫
：

 

(1
) 
對
婦
女
進
行
乳
癌
和
子
宮
頸
癌
篩
檢
，
作
為
預
防
性
健
康
措
施
。

 

(2
) 
為
依
據
前
款
規
定
進
行
篩
檢
的
女
性
提
供
適
當
的
醫
療
轉
診
服
務
，
並
在
可
行
範
圍
內
確
保
提
供
後
續
和
醫

療
支
援
服
務
。

 

(3
) 
制
定
和
宣
導
乳
癌
及
子
宮
頸
癌
之
篩
檢
資
訊
和
教
育
計
畫
。

 

(4
) 
改
善
衛
生
專
業
人
員
（
包
含
專
職
衛
生
專
業
人
員
）
在
乳
癌
和
子
宮
頸
癌
的
篩
檢
和
預
防
控
制
方
面
的
教
育
、

培
訓
及
技
能
。

 

(5
) 
建
立
各
州
評
估
乳
癌
和
子
宮
頸
癌
篩
檢
程
序
的
品
質
機
制
。

 

(6
) 
通
過
適
當
的
監
測
方
式
來
評
估
第

(1
)至

(5
)款

進
行
的
活
動
。

 

年
輕
人
乳
癌
教
育
、
意
識
及

S
E

C
. 
2
. 
該
法
案
針
對
「
共
衛
生
服
務
法
」
（

P
u
b
li

c 
H

ea
lt

h
 S

er
v
ic

e 
A

c,
 4

2
 U

S
C

 2
8
0
）
內
容
進
行
了
修
訂
。

 



1
9
 

國
家

 
法
律
政
策

 
癌
症
篩
檢
相
關
條
文
內
容

 

學
習
法
案

 

4
2
 U

.S
. 
C

o
d
e 

§
 2

8
0
m

 

2
0
0
9
年

[6
0
] 

4
2
 U

S
C

 §
 2

8
0
m

 a
(1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應
與

C
D

C
合
作
，
推
動
全
國
性
的
乳
癌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
以
提
升

1
5

歲
至

4
4
歲
的
年
輕
女
性
對
乳
房
健
康
、
乳
癌
風
險
、
乳
癌
早
期
篩
檢
及
醫
療
資
源
資
訊
的
認
知
。

 

4
2
 U

S
C

 §
 2

8
0
m

 a
(4

)建
立
年
輕
女
性
乳
腺
癌
諮
詢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應
給
予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及

C
D

C
乳

癌
專
業
知
識
、
乳
癌
預
防
、
早
期
篩
檢
、
診
斷
、
公
共
衛
生
、
基
因
篩
檢
與
諮
詢
、
治
療
、
復
健
等
不
同
面
向
之
建
議
，

並
協
助
制
訂
及
推
動
第

1
款
提
及
之
乳
癌
相
關
知
識
教
育
活
動
。

 

4
2
 U

S
C

 §
 2

8
0
m

 b
(1

)應
為
醫
生
及
其
他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提
供
教
育
資
源
，
學
習
年
輕
女
性
的
乳
房
健
康
、
病
理
症

狀
以
及
乳
癌
的
早
期
篩
檢
、
治
療
的
相
關
知
識
，
甚
至
包
含
特
定
的
危
險
因
子
，
例
如
家
族
遺
傳
史
和
阿
什
肯
納
齊
的

猶
太
人
口
女
性
。

 

4
2
 U

S
C

 §
 2

8
0
m

 b
(2

)醫
生
及
其
他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應
學
習
如
何
向
年
輕
婦
女
提
供
乳
房
健
康
諮
詢
服
務
，
諮
詢

內
容
應
包
含
家
庭
癌
症
病
史
的
知
識
及
定
期
進
行
乳
房
篩
檢
的
重
要
性
。

 

4
2
 U

S
C

 §
 2

8
0
m

 c
(2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長
及
國
立
衛
生
研
究
院
應
針
對
年
輕
女
性
，
進
行
早
期
癌
症
篩
檢
項
目

開
發
及
驗
證
相
關
研
究
。

 

4
2
 U

S
C

 §
 2

8
0
m

 f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與

C
D

C
應
以
以
下
幾
項
指
標
，
包
含
年
輕
女
性
對
乳
房
健
康
的
認
識
、

接
受
定
期
乳
癌
早
期
篩
檢
的
年
輕
女
性
的
數
量
或
百
分
比
、
實
施
本
法
案
前
進
行
乳
癌
早
期
篩
檢
年
輕
女
性
的
數
量
或

百
分
比
及
篩
檢
頻
率
等
，
每
三
年
進
行
一
次
成
效
評
估
，
並
向
國
會
提
交
相
關
報
告
。

 

婦
科
癌
症
教
育
和
意
識
法
案

 

(J
o
h
an

n
a'

s 
L

aw
) 

2
0
0
5
年

[6
9
] 

S
E

C
. 2

 (
a)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應
與

C
D

C
合
作
，
推
動
全
國
性
的
婦
科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
以
提
升
婦
女
對
婦
科

癌
症
、
早
期
篩
檢
及
醫
療
資
源
資
訊
的
認
知
。

 

S
E

C
. 

2
 (

b
) 
美
國
衛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應
為
醫
生
及
其
他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提
供
教
育
資
源
，
提
高
其
對
婦
科
癌
症



2
0
 

國
家

 
法
律
政
策

 
癌
症
篩
檢
相
關
條
文
內
容

 

的
認
識
，
以
及
關
於
癌
症
早
期
預
警
症
狀
、
篩
檢
、
治
療
選
擇
等
相
關
專
業
知
識
。

 

歐
盟

 

C
o
u
n
ci

l 
re

co
m

m
en

d
at

io
n

 

o
f 

2
 D

ec
em

b
er

 2
0
0
3

 

o
n
 c

an
ce

r 
sc

re
en

in
g

 

2
0
0
3
年

[6
1
] 

篩
檢
計
畫
執
行
建
議
：

 

§
 1

(a
-h

) 
癌
症
篩
檢
計
畫
的
實
施
前
應
完
成
以
下
項
目
，
包
含
：
篩
檢
計
畫
的
評
估
、
告
知
參
加
篩
檢
的
目
標
群
眾
該

計
畫
的
執
行
優
點
及
風
險
、
確
保
為
篩
檢
完
成
結
果
為
陽
性
個
案
民
眾
提
供
後
續
醫
療
資
源
、
建
立
篩
檢
資
訊
定
期
通

知
系
統
及
個
人
資
訊
數
據
保
護
措
施
等
項
目
。

 

§
 2

建
議
會
員
國
建
立
起
集
中
式
癌
症
篩
檢
數
據
系
統
，
作
為
計
畫
中
的
篩
檢
方
案
的
制
定
依
據
，
同
時
確
保
篩
檢
方

案
中
的
所
有
目
標
人
群
接
收
到
篩
檢
計
畫
邀
請
通
知
，
並
能
有
效
收
集
、
管
理
和
評
估
篩
檢
測
試
結
果
數
據
。

 

§
 3

(a
)定

期
將
成
果
報
告
公
告
於
民
眾
及
執
行
篩
檢
的
相
關
人
員
，
並
建
立
及
維
護
合
乎
個
人
資
訊
保
護
規
則
的
癌
症

登
記
網
絡
。

 

§
 4
應
對
篩
檢
計
畫
各
級
人
員
進
行
相
關
醫
療
專
業
培
訓
，
以
確
保
能
為
國
民
夠
提
供
高
品
質
的
篩
檢
。

 

§
 5

(b
)需

額
外
考
慮
可
能
篩
檢
目
標
人
口
中
的
特
殊
社
會
經
濟
群
體
，
以
確
保
篩
檢
資
格
的
公
平
性
。

 

§
 6

 
引
進
新
的
癌
症
篩
檢
項
目
時
，
應
考
慮
到
相
關
國
際
學
術
研
究
結
果
，
同
時
須
進
行
該
篩
檢
該
篩
檢
項
目
完
成
後

的
後
續
治
療
程
序
、
臨
床
結
果
、
副
作
用
、
發
病
率
和
生
活
品
質
相
關
研
究
試
驗
。
並
於
新
篩
檢
項
目
實
施
後
，
評
估

是
否
為
舊
有
的
篩
檢
項
目
設
置
停
止
期
限
。

 

§
 7

會
員
國
在
執
行
相
關
癌
症
篩
檢
計
畫
後
，
應
每
三
年
向
歐
盟
遞
交
相
關
執
行
報
告
，
以
利
於
歐
盟
衛
生
部
後
續
篩

檢
政
策
建
議
、
準
則
及
指
南
的
更
新
。

 

澳
洲

 
國
家
癌
症
篩
檢
登
記
法

 

2
0
1
6
年

[6
5
] 

§
 8

 
依
本
法
建
立
癌
症
相
關
的
篩
檢
訊
息
登
記
資
料
庫
，
其
設
立
目
的
為
支
持
癌
症
篩
檢
計
畫
進
行
、
提
供
癌
症
篩
檢

和
診
斷
的
相
關
信
息
及
拓
展
癌
症
篩
檢
服
務
內
容
。

 



2
1
 

國
家

 
法
律
政
策

 
癌
症
篩
檢
相
關
條
文
內
容

 

§
 1

2
 
資
料
庫
建
立
目
的
有
以
下
數
項
：

 

(a
)建

立
並
運
行
一
個
記
錄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的
篩
檢
和
診
斷
記
錄
的
電
子
數
據
庫
。

 

(b
)收

集
、
分
析
和
公
告
與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的
篩
檢
、
診
斷
統
計
數
據
和
其
他
資
訊
。

 

(c
)評

估
與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篩
檢
和
診
斷
的
有
效
性
、
品
質
和
安
全
性
。

 

(d
)邀

請
符
合
資
格
民
眾
接
受
篩
檢
服
務
。

 

(e
)向

民
眾
提
供
檢
驗
試
劑
盒
進
行
篩
檢
。

 

(f
)在

民
眾
應
進
行
篩
檢
或
完
成
篩
檢
後
，
需
要
為
其
提
供
後
續
行
動
建
議
。

 

(g
)在

民
眾
應
接
受
與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的
篩
檢
或
後
續
可
能
需
要
採
取
行
動
的
情
況
下
，
為
該
人
的
指
定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提
供
相
關
建
議
。

 

(h
)若

民
眾
進
行
篩
檢
後
可
能
需
要
採
取
後
續
行
動
時
，
向
民
眾
居
住
地
機
關
提
供
施
政
建
議
。

 

(i
)為

民
眾
提
供
與
自
身
有
關
的
指
定
癌
症
篩
檢
和
診
斷
的
資
訊
。

 

(j
)為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機
關
提
供
特
定
民
眾
與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的
篩
檢
和
診
斷
的
資
訊
閱
覽
權
限
。

 

(k
)為

具
篩
檢
資
格
民
眾
居
住
地
之
主
管
機
關
提
供
民
眾
與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篩
檢
和
診
斷
的
資
訊
閱
覽
權
限

 

(l
)規

劃
、
提
供
和
促
進
與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的
醫
療
照
護
服
務
。

 

(m
)向

國
際
組
織
報
告
國
內
指
定
癌
症
現
況
。

 

(n
)與

醫
療
照
護
、
篩
檢
或
指
定
癌
症
相
關
的
研
究
。

 

§
 1

3
 
個
人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依
規
定
必
須
在
指
定
的
時
限
內
，
將
特
定
癌
症
篩
檢
、
診
斷
的
數
據
以
規
範
格
式
送
至
澳

洲
衛
生
部
。

 



2
2
 

表
3
各
國
針
對
乳
癌
篩
檢
項
目
及
篩
檢
資
格

 

國
家

 
起
始
年

 
篩
檢
項
目

 
篩
檢
資
格

 
建
議
篩
檢
頻
率

 
 
 

（
次

/年
）

 
文
獻

 
年
齡
（
歲
）

 
身
分

 

臺
灣

 
2
0
0
4

 
乳
房

X
光
攝
影

 
4
5
-6

9
 

婦
女

 
1
/2

 
[4

7
, 
7
0
] 

4
0
-4

4
 

二
等
血
親
內
曾
罹
患
乳
癌
之
婦
女

 

日
本

 
1
9
8
7

 
乳
房

X
光
攝
影

 
4
0
~

 
婦
女

 
1
/2

 
[5

3
] 

韓
國

 
1
9
9
9

 
乳
房

X
光
攝
影

 
4
0
~

 
婦
女

 
1
/2

 
[7

1
] 

美
國

 
- 

乳
房

X
光
攝
影

 
5
0
-7

4
 

婦
女

 
1
/2

 
[7

2
] 

歐
盟

 
- 

乳
房

X
光
攝
影

 
2
0
-3

0
 

婦
女

 
- 

[6
1
] 

英
國

 
1
9
8
8

 
乳
房

X
光
攝
影

 
5
0
-7

1
 

婦
女

 
- 

[6
3
,7

3
] 

澳
洲

 
1
9
9
1

 
乳
房

X
光
攝
影

 
5
0
-7

4
 

婦
女

 
1
/2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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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有關乳癌相關研究 

一、本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在「RCA 受僱勞工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三)」中，利用衛生署癌症登記資料檔，以台

灣地區 1979-1997 年的癌症登記資料作為標準發生比計算之依據，也以遠東和新光紡織

廠及菲力浦電子公司的女性員工分別計算各種癌症對各該公司員工之 SIR。研究結果顯

示，以台灣地區婦女乳癌的發生率為標準，從工作年資大於 3 個月以上之各種工作年資

之 RCA 女性員工乳癌的 SIR 值都大於 1.0，其中工作年資 6 個月以上的女性員工其乳癌

的發生率稍高，為 1.18(95％信賴區間 0.98-1.42)，在統計學上呈現臨界點上昇；由年齡

別的發生率比例來看，則 RCA 婦女在年齡 35-39 歲及 40-44 歲的兩個年齡層乳癌之 SIR

分別為 1.36(95％信賴區間 0.93-1.90)和 1.41(95％信賴區間 0.93-2.05)，顯示 RCA 員工在

此兩個年齡層的乳癌發生率有增高的傾向[74]。 

在「女性勞工職業安全健康探討」中，爲使各行業女性從業人員及雇主瞭解女性職

業安全健康危害以落實危害預防及健康保護，蒐集國外女性職業安全健康政策資料，彙

整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歷年女性職業安全健康相關研究成果(包

含女性勞工基本資料、各行業女性職業危害及預防)。研究彙整女性重要職業安全健康問

題，其中提及有關女性勞工主要死因爲惡性腫瘤及事故傷害，而惡性腫瘤中需特別注意

乳癌[75]。 

一項「職業婦女輪班與罹患乳癌相關之研究」採用病例對照研究設計，以民國 97

年 1 月至同年 12 月北部某醫學中心之婦女保健門診中心之篩檢者爲受訪者，使用問卷

調查收集門診篩選及乳癌住院患者之職業史與健康之相關資訊，並同時收集個案之尿液

來偵測褪黑激素之濃度，以酵素免疫分析法來檢測尿液褪黑激素之濃度，最後使用多變

項羅吉斯迴歸來探討相關及校正可能之干擾因素。研究顯示女性乳癌比例最高的職業類

別爲專業人員類 33.7%，接著依序爲技術員及助理類 30.2%，事務工作人員類 13.9%，

服務員及售貨員類 11.6%，主管類 6.9%及技術工類 3.4％。在校正干擾因子之後，年齡

及睡眠中斷與否與女性乳癌風險有關；而病例組尿液中褪黑激素平均濃度低於對照組，

經年齡配對後病例組尿液中褪黑激素平均濃度(12.4±11.5 ng/ml)顯著低於對照組(平均值

爲 30.4±29.4 ng/ml)，顯示尿液中褪激素濃度和女性乳癌有顯著相關。此研究結果證實尿

液中褪黑激素濃度及睡眠中斷與增加罹患乳癌之危險性增加(Odds Ratio=4.84，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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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9.07)有關，因此建議台灣女性應注重職場健康促進以及維持良好睡眠品質，減少

睡眠中斷情形，以及降低睡眠環境中光照程度，並保持正常作息[76]。 

一項「高風險行業女性勞工工作環境暴露因子與主要罹癌風險評估」研究中，採用

結構式問卷作為研究工具，針對過去研究中乳癌死亡率較高之行業(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及醫療保健服務業)與罹患乳癌死亡率較低之行業(不動產業/金

融及保險業)進行職場乳癌危險因子問卷調查，並依台灣北、中、南之區域比例進行分層

隨機抽樣，共回收有效問卷 1,128 份；使用相關統計方法進行高、低風險行業間之差異

性分析，並與本所 2010 年及 2013 年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資料做比較，釐清

我國職場女性勞工罹患乳癌之危險因子。研究結果顯示，「建物裝修及裝潢業」女性罹

患乳癌之職場危險因子中，夜間工作、化學品暴露、輻射或強光及工作壓力與參考組比

較後，有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類」女性罹患乳癌之職場危險因

子中，化學品暴露及工作壓力與參考組比較後，有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醫療保健服

務業」女性罹患乳癌之職場危險因子除工作壓力項目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之外，其餘

項目與參考組比較後皆有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該研究發現職場女性罹患乳癌之職場危

害因子包含夜間工作、輪班工作、化學品暴露、輻射或強光及工作壓力，惟工作壓力與

罹患癌症之間的相關性仍待更進一步釐清[77]。 

在一項「護理人員健康危害評估研究」中，共完成 1,221 份臨床護理人員壓力問卷

資料分析，依據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臨床護理人員相較於低年齡層者有較高的個人

心理健康總分，高學歷者、高階主管及正常辦公時間者亦有較高的個人心理健康總分；

臨床護理人員對於「我持續承受壓力」問題有 45.38%的表示「同意」、6.08%表示「非

常同意」，不到 20%的臨床護理人員對以上問題表示「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臨

床護理人員有 24.56%對於「我晚上難以入眠」問題表示「同意」與「非常同意」，49.54%

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依據哥本哈根疲勞量表分析結果，臨床護理人員疲

勞分數屬中度工作疲勞。年齡在 20 以下的臨床護理人員在各年齡層中疲勞分數最高，

未婚者較已婚者疲勞分數高，工作時間為輪班的臨床護理人員在各種工作時間分類中疲

勞分數最高。第二部分則共完成 87 位罹患肺癌、乳癌之臨床護理人員(22 位)與未罹癌

之非護理人員(65 位)基本資料收集與尿中生化指標濃度分析。依據尿中生化指標濃度分

析結果顯示，臨床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越大、工作年資越長、身體質量指數越大者，睡眠

品質越差；罹癌臨床護理人員尿中褪黑激素濃度(0.079 ng/mL)顯著(p<0.05)低於未罹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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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護理人員(0.150 ng/mL)，代表罹癌臨床護理人員相較於未罹癌之非護理人員有較差

的睡眠品質。綜觀研究結果可知，護理人員輪班工作對工作壓力、睡眠品質與未來罹患

肺癌、乳癌之風險有顯著關聯性[78]。本節整理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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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碩、博士論文 

本部分之年代以民國年表示。107 年，在一項有關「台灣婦女接受乳癌篩檢與在社

區和醫院篩檢特質的影響因素之探討」研究中，利用結構方程式模型探討影響婦女接受

乳癌篩檢與選擇社區和醫院篩檢的特質因素。該研究採橫斷式調查法，利用健康信念模

式、乳癌及乳癌篩檢認知和健康識能等問卷，針對到院民眾及社區篩檢民眾進行問卷訪

談；並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卡方檢定及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資料分析以調查研究變項

與婦女接受乳癌篩檢及篩檢地點之間的關係。該研究經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顯示，年齡

較大、有職業、兩年內有接受其他癌症篩檢、健康信念較高的婦女較有可能會接受乳癌

篩檢；教育越高、有慢性疾病、健康識能較高的婦女較有可能選擇在醫院篩檢；年齡較

大、沒有職業的婦女較有可能選擇在社區篩檢。因此欲提升乳癌篩檢率，首先須瞭解婦

女對健康信念的態度，減少其感知的阻礙；並且對於選擇在醫院/社區篩檢的婦女，應該

就她們不同的特質制定合適的乳癌篩檢策略[79]。 

一項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檢視婦女參與乳癌篩檢之研究」中，乳房攝影檢查可

以用來發現無症狀的零期乳癌，是目前被證實最有效的篩檢工具；而且世界衛生組織更

呼籲適齡女性應進行規律的乳房攝影檢查，可有效降低 2 至 3 成的乳癌致死率。台中市

是目前全台第二大人口集中城市，但由於台中市婦女對此項篩檢工作之參與率偏低，所

以該研究採用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來檢視婦女參與乳癌篩檢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過去篩檢經驗及行為意圖之關係。該研究採用便利抽樣取樣，以台中醫院乳

房攝影候檢室及台中市乳房巡迴車服務地點為研究場所，經過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進行問卷方式來收集資料，總共回收 400 份有效問卷；再使用 SPSS 和 AMOS 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得到結論如下：(一)受訪者接受乳房篩檢的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過去篩檢經驗，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乳癌篩檢的行為意圖；其中過去篩檢經驗影響

行為意圖的回歸加權係數 0.478 的影響為最大；其次分別為態度(0.265)、主觀規範(0.208)

和知覺行為控制(0.109)。檢視過去篩檢經驗之題項發現，「進行檢查的時間充足，能增

加受檢的好感度」對行為意圖的影響最高，其解釋變異量為 0.648。此研究的整體模型

總解釋變異量達 79.2%，因此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來檢視婦女參與乳癌篩檢之研究是適

切的。(二)經過獨立 T 檢定檢驗後，發現醫院收集的受訪者和在巡迴車收集的受訪者兩

者之間於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過去篩檢經驗和行為意圖構面會有顯著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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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究也發現巡迴車受檢的民眾，持續定期做乳癌篩檢的行為意圖較院內篩檢的民眾

為弱[80]。 

另一項「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婦女對乳癌篩檢之行為意圖」研究，目的為運用計

畫行為理論探討中部地區婦女接受乳癌篩檢之行為意圖，採方便取樣研究法，以公園及

機構單位為研究場所，有效問卷為 321 份。該研究結果發現：(一)受訪者接受乳癌篩檢

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意圖彼此間皆呈正相關(p<0.01)；態度與行為信

念、結果評價的交乘積和具相關性(r=0.545)；主觀規範與規範信念、依從動機的交乘積

和具相關性(r=0.596)；知覺行為控制與控制信念、知覺力量的交乘積和具相關性(r=0.534)。

(二)婦女接受乳癌篩檢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皆對行為意圖有顯著預測力，

計畫行為理論解釋行為意圖的變異量為 32.3%；這表示婦女接受乳癌篩檢之態度、主觀

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越高，其行為意圖也會越強。而年齡、曾經接受乳房攝影檢查與行

為意圖皆有顯著差異(p<0.05)，但預測行為意圖皆不具解釋力。(三)此研究結果支持計畫

行為理論有效應用於預測及解釋婦女接受乳癌篩檢的行為意圖，即影響婦女接受乳癌篩

檢行為意圖之因素，包含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期望此研究結果能有助於改

善目前乳癌篩檢執行狀況之參考[81]。 

一項研究「大學女性教職員社會網絡與執行乳癌篩檢之關係」論文中，探討大學女

性教職員社會網絡與乳癌篩檢行為的分佈情形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以提供未來提高大

學女性教職員乳癌篩檢行為之參考。該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由台北市選出四所大學，

以自編之結構式問卷針對女性教職員進行問卷調查。該研究結果顯示：(一)受訪者過去

會接受過臨床乳癌篩檢(乳房 X 光攝影、乳房超音波檢查、醫師臨床觸診)者比率超過五

成，但規律接受者比率只有三成多，兩者之間有差距存在；受訪者未來兩年內願意接受

臨床乳癌篩檢者接近七成，但願意規律接受乳癌篩檢的不到五成。(二)受訪者之社會網

絡成員特質為關係上親屬成員居多、年齡平均為中年、教育程度以高教育水準為多數、

婚姻狀況以已婚同住最多、性別以女性為主、多數認為網絡成員社會地位與自己相等、

多數網絡成員職業與醫學無相關及女性社會網絡成員接受過乳癌篩檢比率約佔三成。研

究樣本與網絡成員關係親密，認識時間平均在 20 年左右，社會支持互惠性很高；並且

年齡及婚姻狀況以同質者較多，教育程度以異質者較多，社會支持總分高。(三)受訪者

年紀、婚姻狀況、職業、懷孕狀況、罹患乳房疾病、乳癌家族史、醫師建議狀況、網絡

成員關係、網絡成員年齡、網絡成員教育程度、網絡成員婚姻狀況、網絡成員接受過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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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篩檢、親密度、認識時間、情感性支持互惠性、教育程度同質性、所獲得的社會支持

等變項不同時，受訪者過去接受臨床乳癌篩檢行為情形有顯著差異。(四)受訪者之網絡

成員接受乳癌篩檢狀況，所獲得之社會支持等變項不同時，受訪者未來接受臨床乳癌篩

檢意願有顯著差異。(五)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婚姻狀況，醫師建議狀況、婚姻同質

性、資訊性支持互惠、網絡成員社會地位等，是預測受訪者過去接受臨床乳癌篩檢行為

的重要變項。(六)年齡、職業、婚姻狀況、過去接受臨床乳癌篩檢狀況、婚姻同質性、

網絡成員年齡、與網絡成員認識時間、網絡成員為親戚之人數等，是預測受訪者未來接

受臨床乳癌篩檢意圖的重要變項[82]。 

而一項「影響女性乳癌篩檢因素之分析-以某區域教學醫院門診名眾為例」研究中，

以台中縣某區域教學醫院一般外科門診診療之女性為受訪者，自 91 年 11 月至 92 年 2

月進行問卷收集，共回收 619 份有效問卷，其中未篩檢者問卷 338 份，已篩檢者問卷 281

份。以樣本整體性分析、敘述性分析、雙變項統計及羅吉斯迴歸分析來探討女性接受乳

癌篩檢之人口學變項因素、健康信念因素、資訊來源因素、就醫選擇因素等對是否接受

乳癌篩檢之影響及女性乳癌篩檢的經驗與滿意度。該研究結果發現在個人基本資料方面，

受訪者年齡愈大、得過乳房疾病者，會進行乳癌篩檢的趨勢愈顯著；在資訊來源方面，

則與是否會進行乳癌篩檢無關。在健康信念方面，顯示對於罹患乳癌的危險因子有認知、

自認得乳癌機率較一般人高及有做乳房自我檢查者較會進行乳癌篩檢。在就醫選擇因素

方面，重視與醫師的熟識度者較會進行乳癌篩檢。在已篩檢者的乳癌篩檢經驗方面，以

三年內做過一次乳癌篩檢者佔最多；已篩檢者至醫療機構檢查的頻率以不定期檢查者佔

最多，並且到醫院檢查者最多，到診所與衛生所檢查者都非常少。在滿意度方面，以檢

查時的隱私性及醫療機構的環境衛生為最佳；滿意度最差為候診時間的長短[83]。 

乳癌的早期診斷及治療對癒後有顯著影響，然而我國婦女接受乳房攝影篩檢比率

偏低，過去文獻顯示醫療機構從業女性篩檢率較一般女性低。因此一項「以 PRECEDE

模式探討醫療機構女性員工乳癌篩檢意圖及行為之相關影響因素」研究，採便利取樣方

式選取中部各二家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為收案醫院，收案條件為符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乳癌篩檢條件之醫療從業女性或門診病人，採自行填答方式進行，共計回收 438 份

有效樣本數。該研究利用複迴歸及序位邏輯斯分別探討各變項對乳癌篩檢行為意圖及實

際乳癌篩檢行為的影響性後發現，醫師相較非醫療機構人員(p<0.05)、未婚相較結婚或

同居者(p<0.05)，對於乳房篩檢意圖顯著較低；增強因素中「家人、親屬及朋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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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傾向因素中「健康動機」(p<0.05)及使能因素「對篩檢資源瞭解程度」(p<0.01)，

對乳癌篩檢意圖有正向影響。經序位邏輯斯分析發現，年齡越高(OR=1.11, p<0.001)、結

婚或同居者(OR=1.11, p<0.05)及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定期接受乳癌篩檢的機率較高；

而增強因素中「職場內措施及辦法」(OR=0.86, p<0.05)、以及傾向因素中「乳癌防治知

識」(OR=0.8,p<0.05)、「乳癌嚴重性」(OR=0.7, p<0.01)等，對乳癌篩檢行為有負向影響。

此外，醫療機構從業人員相較非醫療機構人員定期接受乳癌篩檢機率較高、增強因素中

「家人朋友的支持」、使能因素中「篩檢資源瞭解程度」、及「乳癌篩檢意圖」，則對

乳癌篩檢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84]。此部分整表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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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有關乳癌篩檢相關研究 

本部分之年代以民國年表示。一項研究探討花蓮地區婦女對乳癌疾病及篩檢知識

的現況，針對參與花蓮地區某醫院舉辦的健康篩檢活動之婦女進行調查，內容包含乳癌

疾病知識量表及乳癌篩檢知識量表，回收有效問卷 133 份(91%)，該研究結果顯示，42.1%

的受訪者曾做過乳癌篩檢項目，檢查項目以乳房自我檢查為主；而乳癌疾病知識量表平

均答對率僅 57%，乳癌篩檢知識量表平均答對率為 78%。該研究顯示花蓮地區婦女對於

乳癌疾病知識普遍不足；而乳癌篩檢知識中，定期檢查對身體影響的認知錯誤及各項篩

檢措施定期執行時間不清楚，易導致定期篩檢措施執行率低而影響整體預防工作的進行。

因此，在臨床實務上應加強乳癌疾病及篩檢知識的教育宣導，增進婦女對於乳癌疾病的

防治觀念，提升婦女接受乳癌篩檢的受檢率及執行率[85]。 

一項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探討婦女參與乳癌篩檢的影響因素，瞭解其對於多元篩

檢地點(社區和醫院篩檢)和主要篩檢訊息接收管道的看法，招募大高雄地區符合乳篩條

件之 45-69 歲或 40-44 歲有家族史的婦女，於 2017 年 1 月到 6 月底期間進行 4 場焦點訪

談，總共訪談 23 位婦女，該研究結果發現接受乳癌篩檢婦女通常是較能認同和瞭解乳

篩的重要性和益處者，特別是當婦女自覺罹患風險較高、自覺嚴重性較高或自覺利益較

高等；此外，適當提供多元的篩檢服務地點和有效的行動線索等也會增加婦女接受乳篩

的動機[86]。 

一份國內乳癌防治基金會針對全台 981 位 20 至 70 歲的女性進行調查，找出女性

朋友不願做乳癌篩檢的原因後發現，婦女不願意做乳癌篩檢的原因普遍可歸類為：(一)

因為怕痛(29%)、(二)太麻煩(21%)、(三)害羞(20%)、(四)太忙(18%)，所以及早讓女性朋

友建立正確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以提高女性朋友定期接受乳癌篩檢的意願[87]。 

一項探討影響護理人員對乳癌的認知程度，以北部某區域醫院護理人員為受訪者，

收集 100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護理人員的年齡、婚姻、教育程度、宗教、生育狀

況、健康狀況、經濟支持、哺餵母乳經驗、服用藥物、家族史及是否曾接受乳癌篩檢皆

與乳癌認知程度有顯著差異；並且生育狀況、哺餵母乳經驗、是否曾接受過乳癌篩檢、

宗教、經濟支持、健康狀況、婚姻、教育共可解釋 57.8%變異量[88]。 

此外，一項探討南部某醫學中心門診婦女民眾接受「乳癌篩檢」的影響因素中，以

門診 45 至 69 歲婦女為收案對象，共收集 1,021 份有效問卷，該研究結果顯示，影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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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婦女是否兩年內曾接受乳房篩檢是受到心理障礙(β=-0.06；OR=0.94)及交通的方便性

(β=0.03；OR=1.02)所影響，因此建議醫療單位可拍攝乳房攝影的宣導短片，讓民眾瞭解

檢查過程，增加對乳房攝影檢查過程的瞭解，以減輕心理的不安；並且在推廣乳房篩檢

時，應盡可能配合民眾的需求，如設立夜間門診並彈性安排檢查時段，以增加民眾檢查

時間的彈性[89]。 

一項探討台灣中老年女性未接受乳房攝影篩檢之因子，以國家衛生研究院「94 年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個人問卷」為資料來源，並參考安德遜健康服務利用行為模式為研究

架構，以羅吉斯廻歸分析影響台灣女性乳房攝影篩檢行為之相關因子，該研究發現台灣

50 至 69 歲女性接受乳房攝影篩檢比例僅為 24.3%，且影響台灣中老年女性未接受乳房

攝影篩檢之顯著獨立因子包含：較低教育程度、有工作、每月平均收入較低、沒有購買

全民健康保險外之其他商業保險、從未接受過全身性健康檢查及從未因更年期接受過荷

爾蒙治療[90]。 

此外，一項以桃園某地區為例進行年輕婦女接受乳房攝影篩檢之現況及其影響因

素的探討，以 91 年至 96 年間首次參與壢新醫院之世代研究且年齡介於 30-44 歲共 1,853

位之女性為受訪者，討論過往是否接受乳房攝影檢查與其人口學特徵及乳癌高危險因子

等資料之相關性，該研究發現過往有乳房疾病者較無乳房疾病者會執行乳房攝影篩檢多

出 2.27 倍(95%CI=1.61-3.20)；而過往有家族乳癌病史者比無家族乳癌病史者執行乳房攝

影篩檢則有 2.34 倍(95%CI=1.25-4.36)[91]。 

而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女性醫事人員乳癌篩檢行為及影響因素，該研究以北部某

醫學中心之女性醫事人員為受訪者，收案期間 96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以立意取樣，

共獲得 384 份有效問卷(完整問卷回收率 51.6%)，該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對象之平均年齡

37±8.9 歲，32%(121 位)會定期進行乳房自我檢查，12%會定期接受乳房攝影檢查，僅

10%會定期進行臨床醫師檢查；並且乳癌罹患性認知、乳房自我檢查自我效能、宗教、

停經年齡、有乳房疾病史能預測女性醫事人員執行乳房自我檢查(R2=0.142)，而自覺乳

房篩檢之行動利益、工作年資及乳房疾病史則可預測接受乳房攝影檢查之行為

(R2=0.225)[92]。此部分整理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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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問卷設計 

一、問卷主軸 

本研究用採半結構式混合型問卷進行調查，同時包含封閉式及開放式題項，預試問

卷如附錄一，專家效度評估問卷如附錄二，正式施測問卷如附錄三，而變項間之理論模

式建構則如附錄四所示。問卷主軸如下簡摘： 

(一) 個人基本資訊：包含受雇者年齡、性別、身高、體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居住

地、婚姻狀況、女性相關題項(含初經年齡、目前經期狀況等)、生育史(含生育胎數)、

母乳餵養(含餵養胎數)、是否罹患乳癌、罹患乳癌類型、確診乳癌時間及家族疾病

史等狀況。 

(二) 個人生活狀況：包含受雇者工作單位、對工作壓力之感受、對工作之滿意度、工作

類型(輪班狀況)、職務類型、飲食習慣(含外食、油炸食物攝取、紅肉攝取)、酒精攝

取、抽菸狀況、服用避孕藥等賀爾蒙藥物使用狀況以及運動習慣等資訊。 

(三) 乳癌篩檢知識(Knowledge)：含受雇者對乳癌之知識、參與乳癌篩檢之知識、政府提

供乳癌篩檢知識等相問題。 

(四) 乳癌篩檢態度(Attitude)：含受雇者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態度、阻礙參與乳癌篩

檢的原因等相關問題。 

(五) 乳癌篩檢行為(Practice)：含受雇者參與乳癌篩檢之行為、是否曾經做過乳房自我檢

查、是否曾經參與乳房超音波、是否曾經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曾經參與的次數、

曾經參與的時間以及不願意參與乳癌篩檢的原因等相關問題。 

二、受訪者母群體之設定 

依據本所一項針對「我國勞工乳癌、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之四癌篩檢對勞工

健康影響之成效分析」研究顯示，我國自 2010 年至 2018 年金融及保險業罹患乳癌之勞

工人數為 3,180 人，該行業別參與乳癌篩檢之篩檢率雖自 2010 年 21.3%至 2018 年 41.5%

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歷年罹患乳癌之年齡標準化發生率位居 19 大類行業別之冠，其 2017

年之年齡標準化發生率則達 108.6 人/每十萬人，且該行業別歷年已罹患乳癌勞工參與乳

癌篩檢之比例相比其他行業別亦較低。故本研究採取分層抽樣設計之研究方法，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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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 2016 年出版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將行業別金融及保險

業(K 大類)中之金融服務業(64 中類)進行分類，行業別 64 中類包含貨幣中介業(641 小

類)、控股業(642 小類)、信託、基金及類似金融實體業(643 小類)以及其他金融服務業

(649 小類)，其行業別分類定義如表 7 所示。 

本研究針對金融服務業(64 中類)進一步釐清 4 小類行業別(641、642、643 及 649 小

類)於勞保資料庫中的人數占比後發現，64 中類下之 641、642、643 及 649 四小類人數

佔比(人數)分別約為 89.4% (81,648 人)、0% (10 人)、0.1% (82 人)及 10.5% (9,596 人)，

而 649 小類下的 6499 細類占其比例約為 9.3% (8,463 人)，屬於「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

業」。因為此類別較不易釐清準確之行業，故本研究選擇以 641 小類作為受訪者之抽樣

母群體。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之金融機構統計數據顯示，641 小類之金融機構共

有 36 家，其中公營金融機構包含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中國輸出入銀行，共 3 家；

而私營金融機構則包含合作金庫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上海商業銀行、

富邦銀行、國泰世華銀行、高雄銀行、兆豐銀行、花旗銀行、王道商業銀行、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渣打銀行、台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匯豐商業銀行、瑞興商業銀行、華泰

商業銀行、新光商業銀行、陽信商業銀行、板信商業銀行、三信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

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玉山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

星展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安泰商業銀行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共 33 家。 

表 7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分類說明 

分類編號 
行業類別 定義 

大類 中類 小類 

K   金融及保險業 
從事金融服務、保險、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等活

動之行業。 

 64  金融服務業 

從事資金取得及再分配之行業；以自有資金從

事放款、融資、創業投資或投資證券與票券亦歸

入本類。 

  641 貨幣中介業 
從事以取得非金融機構存款為常川業務之行

業；中央銀行亦歸入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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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編號 
行業類別 定義 

大類 中類 小類 

包含中央銀行、銀行業、信用合作社、農會及漁

會信用部、郵政儲金匯兌業、其他貨幣中介業。 

  642 控股業 
從事金融控股或其他控股活動之行業。 

包含金融控股業以及其他控股業。 

  643 

信託、基金 

及類似金融 

實體業 

代表股東、職工福利或其他信託財產之受益人，

從事聚集股票或資產以管理運用所設置之資產

組合或法律實體，如共同基金、信託資金集合管

理運用帳戶、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員工持股信

託、員工福利儲蓄信託等。這些實體賺取利息、

股利及其他財產收入，而非服務收入。 

  649 
其他金融 

服務業 

從事 641 至 643 小類以外金融服務之行業。 

包含金融租賃業、票券金融業、民間融資業以及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三、受訪者母群體之設定 

本研究之抽樣方法採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採取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方式，

其抽樣單位為金融機構，即指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之金融機構統計數據所列

之 36 家小類金融機進行第一階段之抽樣。此階段抽樣之分層因素則為金融機構之「規

模」與「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規模分層則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人力配置表進行劃分，因人數分佈小於 1000 人之機構占少數，故分

別設定抽取之規模為大(≥6000 人)、中(3000-5999 人)、小(<3000 人)規模三個階層。金融

機構公私營種類中，因公營金融機構在大、中及小規模各有一家，故該三家公營金融機

構皆被納入；而私營金融機構被抽取機率的設定則採用與樣本數成比例(Proportion to 

sample size)方式，針對大、中及小規模分別抽取 3 家、3 家及 5 家。因此，本階段共有

14 家金融機構被抽取為受訪者，其抽樣結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依金融機構規模與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分層之抽樣結果 

分層 大規模 中規模 小規模 

公營銀行 A B C 

私營銀行 

D 

E 

F 

G 

H 

I 

J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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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 大規模 中規模 小規模 

公營銀行 A B C 

M 

N 

 

本研究第二階段之抽樣方法採用配額抽樣(quota sampling)方式，其抽樣單位為人。

此階段依據有意願參與調查之金融機構總人數比例進行問卷數量配額，其公式如下： 

Si(%) =
Xi

∑ Xin
× 100% .............................................. (1) 

其中 Si為某家金融機構抽取之人數比例 

Xi為某家金融機構之總人數 

   n 為有意願參與研究之總金融機構家數 

 ∑ Xin 為所有參與研究之金融機構總人數 

公式(1)中，Si 為某家金融機構預計抽取之人數比例，Xi 為某家金融機構於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統計之人數，為所有參與本研究之金融機構人數總和，計算出之比

值為各金融機構抽取之人數百分比。 

此外，本研究亦考量金融機構數量在不同區域(北、中、南、東及外島地區)之分布

性，經統計後發現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外島地區(包含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在行業別 641 小類之就業人數比例(人數)分別約為 79% (64,518 人)、12% (9,786 人)、8% 

(6,502 人)、0.8% (660 人)及 0.2% (182 人)。因東部及外島地區人數比例較低，本研究決

定將該兩區域合併(1%)後給予 5 倍之加權抽樣。因此，在本研究 1,500 份有效問卷數量

按照地區特性進行分配後，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含外島地區)預計回收份數之比例

分別為 75% (1,125 份)、12% (180 份)、8% (120 份)及 5% (75 份)；在問卷回收率為 8 成

情況下，預計發放之問卷份數為北部 1,406 份、中部 225 份、南部 150 份及東部(含外島

地區)94 份，共 1,875 份進行問卷調查。 

四、問卷設計方法 

本研究之問卷以具目的性、背景性及邏輯性之方式設計，秉持主題原則、簡短清楚、

避免雙重問題、避免否定問句原則，及禮貌原則進行設計。問卷設計流程先依據本研究

問卷目的擬定草稿以收集所需資訊，再依據所需之資料發展設計選擇式個別問句，隨後

決定問卷之順序(Ordering)，最終擬定問卷初稿及版面設計，並實體印製問卷。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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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軸包含下述： 

(一) 問卷目的：瞭解金融機構之女性勞工對乳癌篩檢之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

及行為(Practice)等面象。其中知識及態度量表在發展過程，依照其包含之兩個層面

設計題目，在知識量表方面，分別為「乳癌篩檢知識」及「乳癌知識」兩個層面；

在態度量表方面，分別為「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態度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

之原因」兩個層面。 

(二) 問卷項目：包含個人基本資訊、個人生活狀況以及乳癌篩檢認知等，並使用李克特

量表(Likert scale)假設前提進行項目評估，本部分已於本章第一節描述，在此，不再

撰述。 

(三) 調查對象：於金融機構服務之女性勞工。 

(四) 調查時間：民國 111 年 7 月至 111 年 10 月止。 

五、問卷施測流程 

本研究進行國內外文獻之蒐集以建立調查問卷初稿，經兩次專家會議討論問卷內

容之設計後，依據專家意見進行調查問卷初稿之修訂。在問卷初稿修訂完成後，選出有

意願問卷施測之金融機構進行問卷初稿修訂版之可讀性測試(Readability test)，並進行問

卷前趨測試之內容一致性評估，此為問卷定稿。本研究透過問卷定稿進行正式施測，並

在問卷施測過程執行測試-再測試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評估，最終於調查結束後建

立本研究之樣本資料庫，問卷施測之流程圖如圖 1 所示。於問卷正式施測前，分別於 111

年 7 月及 9 月辦理兩場次之問卷說明會，向金融金構說明包含本研究目的、研究對象、

抽樣方法、問卷調查及研究倫理相關規範(含個資不外洩)、問卷調查之金融機構配置、

受試者參加條件(例如需為女性)與回饋、問卷收發之聯繫窗口及說明會結束後之討論事

項，以妥善使金融機構瞭解本研究施測方式，此外，於辦理問卷說明會前業已由所抽樣

出之金融機構進行可讀性(Readability)測試，而已進行可讀性測試之受訪者，不納入正式

問卷之問卷數，予以排除，以避免本研究之偏誤。於說明會中說明本研究已通過研究倫

理委員會之 IRB 審查，並於簡報過程中呈現 IRB 之通過證明書，同時說明研究倫理之

知情同意等相關事宜；此外，調查問卷之配置數量依據抽樣方法，分別詳細說明所抽樣

出之金融機構分配數，而受訪者之條件則需為金融機構之女性勞工，且依所召開之專家

學者諮詢會議之建議，並建議至少需 50%以上為 40 歲以上之女性勞工為較妥適(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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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強制時生，需適各該銀行員工之年齡層分布)，以符合我國乳癌 X 光攝影檢查之相關

公費條件，以利分析及瞭解現況；受訪者填答問卷則統一交由各該金融機構之統一窗口，

並依研究倫理相關規範簽屬知情同意書，回收問卷部分則採不記名方式，並由各金融金

構以各該機構之不同方式，採取保護個人資料方式回收問卷(例如問卷收集箱，由受訪者

填委後擲入收集箱內等方式)，並寄回予本研究團隊，於資料處理過程中，以全體之資料

而非個別之資料進行分析，所有資料均採用電腦處理。 

 

圖 1 問卷施測之流程圖 

六、問卷前趨測試及信、效度評估 

(一) 前趨測試 



43 

前趨測試之主要目的為針對問卷「初稿」進行修正與確認，可由此瞭解問卷內容之

題意、選項獨立性及是否能達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調查問卷之前趨測試(Pretest)即可讀

性測試，選取符合條件之金融機構進行問卷可讀性測試，並請參與測試之受訪者給予問

卷題目的回饋意見，針對其反饋意見進行問卷內容與措辭問題之重新編修，確保每個問

卷題項都能產生足夠範圍之回答，以完成調查問卷之定稿。 

(二) 信度評估 

針對問卷設計之信度分析，本研究設計透過同一受訪者重複測量兩次，以兩次測量

結果評估評估測試-再測試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並取得金融機構之意願，將定稿

問卷分別進行再測試信度評估，而兩次測試時間相隔兩個星期，主要為了避免發生測試

效應(Testing effect)。為使調查資料不會有相依性(Dependence)之問題，參與測試-再測試

信度評估之受訪者，其第二次填答之問卷結果將不會納入本研究之有效問卷(至少達

1,500 份)，另外，也評估每個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即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之信度。 

(三) 效度評估 

問卷之效度分析包含專家效度評估及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首先，針對問卷

之專家效度評估，本研究採用 Lawshe 所發展的內容效度比值(Content-Validity Ratio, 

CVR)以分析評估題目之重要性，此方法為要求所有專家評判測量同一概念之每個題目，

對於測量該概念是否重要，其公式如下[93]，公式(2)中，Ne 為對於評估工具中某一特定

題目，評斷該題為重要的專家人數、N 為所有的專家人數。 

 ........................................................ (2) 

此外，公式(2)中，Ne 為評判某一題目為「重要」的專家人數，N/2 為在假設每一

專家評判某一題目為「重要」是一機率 0.5 之 Bernoulli 分布(即每位專家不以專業知識

來判斷，而以丟銅板方式來決定)且每位專家的判定皆獨立的情況下，所有專家會判定此

題為「重要」的期望專家人數，計算出來之內容效度比值可評判某一題目為重要的實際

專家人數與期望值之差佔期望值的百分比。 

其次，建構效度評估為判定測量工具內容具有欲測量特質程度之評估方法。本研究

使用了項目為基礎 (Item-level)和以尺度為基礎 (Scale-level)之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和鑑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皆使用皮爾森係數 (Pearson’s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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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估計相關強弱，以項目為基礎之聚合效度，估計每個題目與其所組成之量表

總分間之相關性，當相關係數大於 0.4[94]，即具有聚合效度，此亦為評估李克量表(Likert 

scale)的假設前提之一，以項目為基礎之鑑別效度檢定每個項目與其所組成量表間的相

關是否高於與其他量表間的相關，若顯著高於，即具有鑑別效度。當同一量表下之構面

間具有較高之相關，即具有尺度為基礎的聚合效度，而當某量表下之構面和其他量表之

構面有較低之相關，即具有尺度為基礎之鑑別效度，此乃以多特質方法 (Multi-trait 

approach)評估建構效度。 

七、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料使用 Excel(Office 2013)進行資料收集與建檔，調查問卷回收結果使用

SAS(9.4 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1.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呈現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工作壓力與滿意度、女性相關問題

及乳癌篩檢行為層面資料。 

2.以算數平均值與標準差呈現受訪者在乳癌篩檢知識層面及乳癌篩檢態度層面之分

數。針對乳癌篩檢態度層面中，對乳癌 X 光攝影檢查態度之第 1 至第 3 題及阻礙

參與乳癌篩檢原因之第 10.1 至 10.8 題皆為反向題，其反向題經轉為正向之積分

後納入分數計算。 

(二) 推論性統計 

1.採用皮爾森相關性評估以項目及以尺度為基礎之聚合及鑑別效度檢測乳癌篩檢知

識及態度之相關性。 

2.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相關因素在乳癌篩檢知識、乳癌篩

檢態度及乳癌篩檢行為之間的差異。本研究將相關因素進行分組合併，其中近 6

個月工作類型若非為固定日班者，歸納為「非固定日班」組別；職務類型若非為

「辦事員(行員)」及「主管」者，歸類為「其他」組別；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及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皆以頻率進行劃分，歸納為「每

週<1 次」、「每週 1-3 次」及「每週>4 次」；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

困擾歸納為「從來沒有~不常有(0-25%)」、「一半有一半沒有(50%)」及「很常有

~一直都有(75-100%)」；而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則歸納為「不滿意與不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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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普通」及「滿意與很滿意」。 

3.以單變項及多變項線性迴歸模式及邏輯斯迴歸模式探討相關因素與乳癌篩檢知識、

乳癌篩檢態度及乳癌篩檢行為之間之相關性。在多變項線性迴歸模式及邏輯斯迴

歸模式中，依據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p-value<0.25 者[95, 

96]，將被納入多變項線性迴歸模式及邏輯斯迴歸模式進行分析。分析過程將以人

工檢視方式逐一剔除與依變項最不顯著之因子(p-value 最大者)，一次僅剔除一個

相關因素，在重複上述逐一剔除的步驟後，最終多變項線性迴歸模式及邏輯斯迴

歸模式內僅保留所有剩下的因素皆同時與依變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

(p<0.05)。另，本研究亦使用多變項混合模式，以 Random-effect model 評估每個

金融機構內部的參與者，並以 Fixed-effect model 評估金融機構之金融機構公私營

種類以及金融機構規模大小。此外，本研究亦探討乳癌篩檢知識、乳癌篩檢態度

中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態度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因素的程度與乳癌篩檢行為之

相關性，因此乳癌篩檢知識、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態度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因素的

程度皆以各別之總分利用四分位距(Quartile Range)，歸納為「Q1」、「Q2」、「Q3」

及「Q4」四個組別，使每一組別內人數均為 25%。 

第二節 專家會議 

一、專家名單及召開日期 

本研究邀請多位癌症相關之乳房外科專科醫師/腫瘤科專科醫師、職業病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職業流行病學/流行病學、長期推動我國四癌篩檢、長期致力於癌症研究、具

備代表性問卷調查經驗及資料分析等領域共 16 位專家學者，組成專家諮詢委員會。第

一場專家會議於 111 年 5 月 23 日於本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辦理，第二場專家

會議於 111 年 6 月 2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區辦理，兩場委員名單分別如表 9 及表

10，兩場會議記錄如附錄五及附錄六。 

表 9 第一場專家會議名單 

姓名 專長 單位及職稱 

陳建仁 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癌症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院士暨聘研

究員 

王榮德 流行病學、生物統計、職業醫學、癌症、 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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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長 單位及職稱 

生活品質、成本效益 究所名譽𧪸座教授 

2.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職業及環

境醫部及內科部主治醫師 

邱弘毅 
流行病學、癌症、生物統計、資料庫分

析、公共衛生、心血管 

1.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所

長 

2.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楊振昌 臨床毒物、職業醫學 

1.臺北榮民總醫院職業醫學及臨床毒物部

主治醫師暨部主任 

2.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環境與職業衛

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黃其晟 
乳房腫瘤手術暨重建、乳房外科、乳癌

治療 

1.臺北榮民總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及乳醫

中心主治醫師 

2.臺灣乳房醫學會副秘長台北榮民總醫院

外科部專科醫師 

廖勇柏 流行病學、生物統計、資料庫分析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簡毓寧 資料庫分析、生物醫學資料庫分析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系助理教授 

 

表 10 第二場專家會議名單 

姓名 專長 職稱 

劉秋松 職業醫學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胡郁珮 資料分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乳癌個案管理師 

李中一 流行病學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陸玓玲 問卷調查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呂宗學 資料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郭柏秀 流行病學 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 

蕭妃秀 癌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陳培君 資料分析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吳韻璇 社會行為科學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第三節 IRB 審查文件 

本研究依規辦理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IRB)審查，送審單位為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

醫院研究倫理中心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並於 111 年 6 月 9 日經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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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慎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通過證明書詳如附錄七。 

在兩場專家會議結束及問卷可讀性測試後，針對問卷題目之內容進行更新，問卷送

審單位為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研究倫理中心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並於 111 年 7

月 22 日經中國醫藥大學中區區域性慎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通過證明書詳見附錄八。 

第四節 問卷調查說明會 

在抽樣選取受訪者後，由本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協助邀請經抽樣方法抽

中之金融機構分別於 111 年 7 月 25 日及 9 月 14 日，共同參與線上問卷調查之說明會，

兩場說明會主要目的為向各金融機構代表出席人員說明本研究調查之動機及目的、受訪

者之抽樣方法、問卷配置方式、受訪者及聯絡窗口之配合事項與反饋等。第一場說明會

共有 8 家金融機構的人員參與，第二場說明會共有 5 家金融機構的人員參與，最終共有

11 家金融機構有意願參與本研究之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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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問卷效度及信度評估 

表 11 為調查問卷基本資料之專家效度評估結果。基本資料題目除第 15 題之外，

其餘題目之內容效度比值(Content-Validity Ratio, CVR)值皆為大於等於 0.78[97]。因第 15

題之內容旨在瞭解其可能之潛在工作壓力，因此決定保留該題目。 

表 12 為乳癌篩檢知識之專家效度評估結果。此知識面向之題目除第 2、11 及 14 題

之外，其餘題目之 CVR 值皆為大於等於 0.78。因該題組目的為瞭解受訪者對乳癌及乳

癌篩檢之知識，且第 2 題依據專家之建議，故將該正向之題目進行保留，並僅針對部分

題目敘述方式進行修正。 

表 13 為乳癌篩檢態度之專家效度評估結果。此態度面向題目之 CVR 值皆大於等

於 0.78，故僅針對題目敘述方式進行修正。 

表 14 為乳癌篩檢行為之專家效度評估結果。此態度面向之題目除第 6.1.6、6.1.7 及

6.1.9 題之外，其餘題目之 CVR 值皆為大於等於 0.78。因第 6 題之題組屬於受訪者對乳

癌篩檢之態度，故該題組移至乳癌篩檢態度，且該題組題目目的為瞭解受訪者不願意參

與乳癌篩檢之原因，因此該題組之題目決定保留。 

表 11 基本資料之專家效度評估 

題目 CVR 

1.您的出生日期是：民國     年     月 1 

2.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中畢業(含以下)  □(2)高中職畢業  □(3)大學畢業  □(4)研究所畢業

及以上 

1 

3.您每個月所有家庭成員的總收入約為： 

  □(1)新台幣 30,000 元以下 □(2)新台幣 30,001-60,000 元 □(3)新台幣 60,001-

90,000 元 

1 

4.您現在的婚姻狀況為：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1 

5.您目前或過去是否曾經吸菸(每天至少 1 根，至少持續六個月)？ 

  □(0)否  □(1)是，目前仍有吸菸    □(2)是，過去曾經吸菸但目前戒菸 
1 

6.您目前或過去是否有喝酒的習慣(每週達 150c.c.，至少持續六個月之酒精攝

取)？ 

  □(0)否  □(1)是，目前仍持續喝酒  □(2)是，過去有持續喝酒但目前已經戒

酒 

1 

7.您的初經年齡為：     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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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CVR 

8.您目前是否仍有月經？ 

  □(1)是  □(0)否，您停經的年齡為：     歲 
1 

9.您的生產史為何？ 

  □(0)未曾懷孕(跳答 10.)  □(1)曾懷孕過(續答 9.1.-9.3.) 
1 

9.1.您生產的胎數為：     胎 0.78 

9.2.您第一次生產年齡為：     歲 0.78 

9.3.您是否至少有 1 胎親自哺餵母乳？ □(0)否  □(1)是 1 

10.您是否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至少持續服用六個月以上)服用避孕藥？ 

  □(0)否  □(1)是 
1 

11.您是否曾經被醫師診斷罹患乳癌？ 

  □(0)否  □(1)是，診斷時間：民國    年 
1 

12.就您所知，您的女性親人中，是否有人曾罹患乳癌？ 

  □(0)否(跳答 13.)  □(1)是(續答 12.1.) 
1 

12.1.您哪些女性親人曾罹患過乳癌？(可複選，續答 13.) 

  □(1)祖母  □(2)外祖母  □(3)母親  □(4)阿姨  □(5)姑姑  □(6)姊姊  □(7)妹

妹 

1 

13.您的工作類型： 

  □(1)固定日班  □(2)固定夜班  □(3)輪班  (4)兼職 
1 

14.您覺得過去一個月您的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嗎？ 

  □(0)從未有  □(1)很少有    □(2)有時有  □(3)當然有  □(4)一定有 
0.78 

15.整體而言，您對現在的工作感覺滿意嗎？ 

  □(1)不滿意  □(2)不太滿意  □(3)普通    □(4)滿意    □(5)很滿意 
0.56 

 

表 12 乳癌篩檢知識之專家效度評估 

題目 對 錯 CVR 

1.如果會得到乳癌，就注定會得到，沒有任何事可以改變其命運。   0.78 

2.早期的乳癌，大部分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0.33 

3.曾哺餵母乳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0.78 

4.如果曾生育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0.78 

5.如果家人曾經得過乳癌者，則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0.78 

6.已經停經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0.78 

7.服用賀爾蒙藥物者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0.78 

8.乳癌有異樣分泌物為乳癌的臨床症狀。   0.78 

9.定期的乳房自我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的目的。   0.78 

10.到醫院做乳房超音波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0.78 

11.到醫院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0.56 

12.到醫院做乳房臨床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0.78 

13.我知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45-69 歲婦女每兩年一次乳

房攝影檢查。 

  
0.78 

14.我知道政府有提供免費的女性乳癌篩檢。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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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乳癌篩檢態度之專家效度評估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CVR 

1.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去

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0.78 

2.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規律運動、健康飲

食)，我不覺得需要定期乳癌篩檢。 
1 2 3 4 5 0.78 

3.接受乳癌篩檢對我而言是安全的。 1 2 3 4 5 0.78 

4.接受乳癌篩檢對我而言是需要的。 1 2 3 4 5 0.78 

5.定期乳癌篩檢能培養預防觀念是值得鼓勵的。 1 2 3 4 5 0.78 

6.定期乳癌篩檢可以讓我掌握乳房健康狀況。 1 2 3 4 5 0.78 

7.即使每次乳房篩檢報告都正常，我也應該持續做乳

房自我檢查。 
1 2 3 4 5 0.78 

8.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早期發現異常。 1 2 3 4 5 0.78 

 

表 14 乳癌篩檢行為之專家效度評估 

題目 CVR 

1.您過去二年內是否做過乳房自我檢查？ 

  □(0)否  □(1)是，但未定期檢查  □(2)是，自我定期檢查(每月至少一次) 
1 

2.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接受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跳答 3.)  □(1)是，曾接受過(續答 2.1.、2.2.) 
1 

2.1.您過去二年內接受過幾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1 

2.2.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接自費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續答 3.) 

  □(0)否    □(1)是 
0.78 

3.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跳答 4.)  □(1)是，曾接受過(續答 3.1.、3.2.) 
1 

3.1.您過去二年內接受過幾次乳房超音波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1 

3.2.您過去二年內接受過乳房超音波檢查是否為自費？(續答 4.) 

  □(0)否    □(1)是 
0.78 

4.過去二年是否曾有醫師建議您接受乳癌篩檢？ 

  □(0)否    □(1)是 
0.78 

5.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有收到衛生單位建議您接受乳癌篩檢的通知？ 

  □(0)否    □(1)是 
0.78 

6.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參與乳癌篩檢？ 

  □(0)否(續答 6.1.)    □(1)是(結束作答本問卷)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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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CVR 

6.1.您對下列未曾參與乳癌篩檢原因的同意程度為

何？請您以圈選的方式填答下列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 

6.1.1.我擔心做乳癌篩檢會傷害我的乳房。 1 2 3 4 5 0.75 

6.1.2.因為要脫衣服露出我的乳房，所以我不想做乳

癌篩檢。 
1 2 3 4 5 1 

6.1.3.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感到疼痛。 1 2 3 4 5 0.75 

6.1.4.工作太忙會讓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0.75 

6.1.5.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0.75 

6.1.6.罹患乳癌沒人照顧會讓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0 

6.1.7.乳癌篩檢費用負擔太高。 1 2 3 4 5 0.5 

6.1.8.住家附近沒有可以提供乳癌篩檢的醫療院所，

所以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0.75 

6.1.9.未曾參與乳癌篩檢的其他可能原因：                                        0.5 

 

針對乳癌篩檢知識與態度層面之特性與相關性分析，本研究以所收集之 1,511 份有

效問卷之結果進行計算。 

表 15 為乳癌篩檢知識與態度層面之項目分析結果。乳癌篩檢知識項目之標準差差

異較大，其範圍為 0.11-0.47，其中乳癌知識及乳癌篩檢知識層面之標準差範圍則分別為

0.24-0.47 及 0.11-0.43；乳癌篩檢態度項目之標準差差異較平均，其範圍為 0.62-1.18，其

中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態度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原因之標準差範圍則分別為 0.62-

0.94 及 0.73-1.18。 

表 15 乳癌篩檢知識與態度層面之特性(n=1,511) 

層面 

項目標準

差(範圍) 

Item S.D. 

(range) 

項目與層面

總分之相關

性(範圍) 

Correlations 

of items 

with its 

scale 

(range) 

項目與其他層

面總分之相關

性(範圍) 

Correlations of 

items with 

other scale 

(range) 

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鑑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知識 Knowledge 0.11-0.47 -0.02-0.26 0.32-0.41 0% (0/15) 33% (5/15)a 

  乳癌知識 0.24-0.47 -0.03-0.25 0.15-0.30 0% (0/8) 25% (2/8)b 

  乳癌篩檢知識 0.11-0.43 -0.01-0.32 0.21-0.42 0% (0/7) 42.86% (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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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項目標準

差(範圍) 

Item S.D. 

(range) 

項目與層面

總分之相關

性(範圍) 

Correlations 

of items 

with its 

scale 

(range) 

項目與其他層

面總分之相關

性(範圍) 

Correlations of 

items with 

other scale 

(range) 

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鑑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態度 Attitude 0.62-1.18 0.56-0.68 0.91-0.91 
100% 

(17/17) 

94.1% 

(16/17)a 

  乳房 X 光攝影 0.62-0.94 0.62-0.80 0.90-0.91 100% (9/9) 100% (9/9)b 

  阻礙參與篩檢 0.73-1.18 0.51-0.71 0.84-0.86 100% (8/8) 87.5% (7/8)b 

a量表間之鑑別效度；b相同量表下層面之鑑別效度。 

表 16 為乳癌篩檢知識與態度量表及其層面間之相關性結果。「乳癌篩檢知識量表」

與「乳癌知識」層面具有顯著強度之正相關(r=0.84，p<0.001)；「乳癌態度量表」與「參

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態度層面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的原因」層面間具有顯著強度

正相關(分別為 r=0.86 和 r=0.89，皆 p<0.001)。「乳癌篩檢知識量表」與「乳癌篩檢知識」

層面間具有顯著中度正相關(r=0.68，p<0.01)；「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態度層面及

「阻礙參與乳癌篩檢的原因」層面具有顯著中度正相關(r=0.54，p<0.001)。「乳癌篩檢

知識量表」與「態度量表」及兩個層面間具有顯著弱正相關(r=0.14-0.15，p<0.001)，乳

癌篩檢知識層面與乳癌篩檢態度量表及其兩個層面具有顯著弱正相關(分別為 r=0.10，

p<0.05 和 r=0.10，p<0.001)，其他相關則不顯著。此結果呈現同一量表下之層面間相關

性較高，而與不同量表下層面的相關性較弱，此為尺度基礎之建構效度；如乳癌知識層

面和乳癌篩檢知識層面間之相關係數為 0.16，高於乳癌知識層面與參與乳房 X 光攝影

檢查的態度層面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原因的態度層面間之相關(分別為 0.12 與 0.05)，亦

高於乳癌篩檢知識層面與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態度層面及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原因

的態度層面間之相關(分別為 0.10 與 0.10)；如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態度層面和阻礙

參與乳癌篩檢原因的態度層面間之相關係數為 0.54，高於乳癌態度層面與乳癌知識層面

及乳癌篩檢知識層面間之相關(分別為 0.10 與 0.11)，亦高於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原因的態

度層面與乳癌知識層面及乳癌篩檢知識層面間之相關(分別為 0.05 與 0.10)。整體而言，

態度量表顯示有較好之尺度基礎之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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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乳癌篩檢知識與態度間之相關性(n=1,511) 

層面 

Cronbach’s α 
知識 乳癌知識 

乳癌篩檢

知識 
態度 

乳房 X 光

攝影 

阻礙參與

篩檢 

知識 Knowledge (0.37)      

  乳癌知識 0.84*** (0.25)     

  乳癌篩檢知識 0.68*** 0.16*** (0.35)    

態度 Attitude 0.14*** 0.10*** 0.11*** (0.91)   

  乳房 X 光攝影 0.15*** 0.12*** 0.10* 0.86*** (0.91)  

  阻礙參與篩檢 0.10* 0.05* 0.10*** 0.89*** 0.54*** (0.87) 

*p<0.05、**p<0.01、***p<0.001；括號內為 Cronbach’s α值。 

表 17 為透過再測試信度評估「乳癌篩檢知識」與「乳癌篩檢態度」層面間的相關

性(n=64)結果。在再測試信度評估的知識層面中，乳癌知識間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69 

(p<0.0001)，Spearman 的相關係數為 0.72 (p<0.0001)；乳癌篩檢知識間的 Pearson 相關係

數為 0.54(p<0.0001)，Spearman 的相關係數為 0.48 (p<0.0001)。在再測試信度評估的態

度層面中，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態度間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56(p<0.0001)，Spearman

的相關係數為 0.49 (p<0.0001)；阻礙參與乳癌篩檢之態度間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54 

(p<0.0001)，Spearman 的相關係數為 0.55 (p<0.0001)。 

表 18 為透過再測試信度評估乳癌篩檢知識(n=64)之結果。在再測試信度評估之知

識層面中，乳癌知識(Breast Cancer Knowledge, BCK) Kappa 值最高的三題分別為 BCK2 

(0.62)、BCK3 (0.52)、BCK4 (0.49)；而 Kappa 值最低的三題分別為 BCK6 (0.14)、BCK8 

(0.28)、BCK5 (0.40)。乳癌篩檢知識 Kappa 值最高的三題分別為 BCK15 (0.72)、BCK14 

(0.55)、BCK12 (0.49)；而 Kappa 值最低的三題分別為 BCK10 (0.17)、BCK11 (0.30)、

BCK13 (0.38)。 

表 19 為再測試信度評估乳癌篩檢行為之結果。在再測試信度評估的行為層面中，

自我檢查的 Kappa 值為 0.44，乳房超音波檢查的 Kappa 值為 0.73，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的 Kappa 值為 0.69。 

表 17 再測試信度評估乳癌篩檢知識與乳癌篩檢態度層面間的相關性(n=64) 

相關性 

知識 態度 

乳癌知識 乳癌篩檢知識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之態度 

阻礙參與乳癌篩檢

之態度 

Pearson 
0.69 

p<0.0001*** 

0.54 

p<0.0001*** 

0.56 

p<0.0001*** 

0.54 

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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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 

知識 態度 

乳癌知識 乳癌篩檢知識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之態度 

阻礙參與乳癌篩檢

之態度 

Spearman 
0.72 

p<0.0001*** 

0.48 

p<0.0001*** 

0.49 

p<0.0001*** 

0.55 

p<0.0001*** 

*p<0.05、**p<0.01、***p<0.001 

表 18 再測試信度評估乳癌篩檢知識(n=64) 

乳癌篩檢知識 Kappa 95% 信賴下限 95% 信賴上限 

知識 0.14-0.72   

  乳癌知識 0.14−0.62   

    BCK1* 0.41 0.16 0.66 

    BCK2* 0.62 0.32 0.93 

    BCK3* 0.52 0.18 0.86 

    BCK4* 0.49 0.20 0.78 

    BCK5* 0.40 0.04 0.76 

    BCK6 0.14 -0.20 0.48 

    BCK7* 0.48 0.26 0.70 

    BCK8 0.28 -0.18 0.93 

  乳癌篩檢知識 0.17-0.72   

    BCK9 0.39 -0.39 1.00 

    BCK10 0.17 -0.20 0.54 

    BCK11 0.30 -0.08 0.69 

    BCK12* 0.49 -0.11 1.00 

    BCK13 0.38 -0.18 0.93 

    BCK14* 0.55 0.09 1.00 

    BCK15* 0.72 0.48 0.95 

*Kappa >0.4 之題數；BCK：Breast Cancer Knowledge。 

表 19 再測試信度評估乳癌篩檢行為(n=64) 

乳癌篩檢行為 Kappa 95% 信賴下限 95% 信賴上限 

自我檢查* 0.44 0.21 0.66 

乳房超音波檢查* 0.73 0.56 0.91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69 0.49 0.89 

*Kappa >0.4 

第二節 問卷基本資料之統計分析 

表 20 為受訪者基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平均年齡(標準差)為 42.63 歲，

其中符合我國乳癌篩，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條件為 45-69 歲婦女、40-44 歲二等血親

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依該變項統計，40 歲至 69 歲占有效樣本數近 7 成(67.83%)；近

6 個月工作類型主要以固定日班為主占有效樣本數九成，高達 99.14%，而固定晚班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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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等加總則不到 1%；而以職類型觀之，主要以辦事員，即銀行行員為首，占有效樣本

數近六成(59.95%)，其次則為主管(副理、襄理、協理及經理等)占 18.3%，其餘如理財專

員、客服人員、金融商品企畫人員等，其占比均不到 10%；目前居住地以北部為首，超

過有效樣本數之 5 成(56.45%)，中部及南部則均占二成，且該兩地區比成持平現況，惟

南部(21.91%)略高於中部(20.64)，東部(含外島)則站 1%；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專/大學以

上(含研究所畢業及以上)為首，占有效樣本數九成(93.03%)，其中又以大專/大學畢業以

上為最多(78.63)，其次則為研究所畢業及上以(14.40)，而大專、/大學畢業以以下則占不

成 1 成(6.97%)；目前服務年資平均為 13 年；家庭平均月收入以 5 至 10 萬元新台幣為首

占四成五(45%)，其次則依序為 10 至 15 萬元(22.67)、5 萬元以下(17.80%)及 15 萬元以

上(14.53%)，從該變項顯示，金融業人員家庭平均月收入於 5 至 15 萬元占大宗，近

68%(67.67)；婚姻狀則以已婚為首占六成(63.51%)，未婚則占 3 成(32.9%)。此次，本研

亦分析其生活史，依結果顯示，均以為有未吸菸(99.47)及未飲酒(94.96)，占九成以上；

運則習慣觀之，以未規律運動為首，超過五成(56.94%)。次分析飲食習慣顯示，以近 1

個月幾乎每天外出用餐之占比最高占三成以上(34.94%)，其次依序分別為每個月 1 至 3

次及每週 1 至 3 次，均占二成，分別為 22.78 及 20.86%；而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為主餐則

以每個有該飲食習 1 至 3 次者為首，超過五成(55.76%)，而每個月 1 至 3 次及每週 1 至

3 次則均占二成，分別為 22.78%及 20.86%；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則以個月 1 至

3 次為首，超過五成五(55.76%)，而每個月 1 至 3 次及不到 1 次均占約二成，分別為

(19.54%及 19.93%)；另分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者，則顯示以每週 1 至 3 次為首達近

四成(占 39.38)，其次則為幾乎每天以紅肉為主食占一成三(13.15)，將兩者加總占比則達

過五成(52.53%)。 

表 21 為受訪者工作壓力與其對工作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過去 1 個月

因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以一半有一半沒有(50%)所占比例為最高達近四成

(37.79%)，而很有(75%)則占約一成七(19.94，一直常有(100%)則占 7.21，近一步將過 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將變項中 50%以上者加總，其比例則超過六成

(61.94%)，惟從來沒有(0%)及不常有(25%)，其占比則合計占七成以上(75.85%)；此外，

對現在工作成覺之滿意，則有超過五成(52.39)表示普通，滿意以上則占近四成(38.18)，

而不滿意以上則占近一成(9.43%)。 

表 22 為女性相關問題之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平均初經年齡(標準差)為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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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歲，目前有月經之占比近八成(77.83%)；停經後有服用女性荷爾蒙藥物者則占六成

(5.99%)；曾經生產者之占近六成(59.52%)、未曾生產者占四成(40.48)；曾規律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者占不到一成(7.12%)。就乳癌診斷狀況觀之，曾

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者占不到一成(1.46%)；受訪者之女性親人中，有人曾罹患乳癌者

達 17.50%(n=264)，在家族史中罹患乳癌之比例則以二等親之阿姨或姑姑為最占五成

(51.92%)，其次則依序為母親(24.00%)、祖母/外祖母(11.92%)及姊姊/妹妹(11.54%)，而姪

女/外姪女/表姊妹/堂姐妹等則僅佔 4.63%。 

表 20 受訪者基本資料 

變項 人數(%) 變項 人數(%) 

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n=1,511) 目前職務服務年限(年) 13.85±10.62b 

  公營 312 (20.65) 身體質量指數(公斤/公尺 2) 23.45±59.91b 

  私營 1199 (79.35) 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 a (n=1,500) 

金融機構規模種類(n=1,511)   5 萬元以下 267 (17.80) 

  大類 398 (26.34)   5-10 萬元 675 (45.00) 

  中類 205 (13.57)   10-15 萬元 340 (22.67) 

  小類 908 (60.09)   15 萬元以上 218 (14.53) 

近 6 個月工作類型 a (n=1,507) 婚姻狀況 a (n=1,510) 

  固定日班 1494 (99.14)   未婚 498 (32.98) 

  固定晚班 2 (0.13)   已婚 959 (63.51) 

  輪班 11 (0.73)   離婚 46 (3.05) 

  兼職 0 (0)   喪偶 7 (0.46) 

職務類型 a (n=1,508) 吸菸習慣，是 8 (0.53) 

  辦事員(行員) 904 (59.95) 吸菸習慣，否 1502 (99.47) 

  客服人員 27 (1.79) 喝酒習慣，是 76 (5.04) 

  理財專員 85 (5.64) 喝酒習慣，否 1432 (94.96) 

  金融商品企劃人員 13 (0.86) 規律運動，是 645 (43.06) 

  法務人員 23 (1.53) 規律運動，否 853 (56.94) 

  資訊人員 59 (3.91) 近 1 個月外出用餐 a (n=1,510) 

  主管(副理、襄理、 

協理、經理等) 
276 (18.30)   1 個月不到 1 次 97 (6.42) 

  其他 121 (8.02)   每個月 1-3 次 344 (22.78) 

年齡(歲) (n=1,511) 42.63±10.36b   每週 1-3 次 315 (20.86) 

  <30 226 (14.96)   每週 4-6 次 226 (14.97) 

  30-39 260 (17.21)   幾乎每天 528 (34.97) 

  40-49 633 (41.89) 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 a (n=1,510) 

  ≥50 392 (25.94)   1 個月不到 1 次 295 (19.54) 

目前居住地 a (n=1,497)   每個月 1-3 次 842 (55.76) 

  北部 845 (56.45)   每週 1-3 次 30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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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人數(%) 變項 人數(%) 

  中部 309 (20.64)   每週 4-6 次 63 (4.17) 

  南部 328 (21.91)   幾乎每天 9 (0.60) 

  東部(含外島) 15 (1.00) 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 a (n=1,506) 

教育程度 a (n=1,507)   1 個月不到 1 次 104 (6.91) 

  國中畢業(含以下) 1 (0.07)   每個月 1-3 次 341 (22.64) 

  高中職畢業 104 (6.90)   每週 1-3 次 593 (39.38) 

  大專/大學畢業 1185 (78.63)   每週 4-6 次 270 (17.93) 

研究所畢業及以上 217 (14.40)   幾乎每天 198 (13.15) 
a該變項有遺漏值，百分比以每變項之有效樣本計算；b平均值±標準差 

 

表 21 受訪者工作壓力與滿意度(n=1,511) 

變項 人數(%) 

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n=1,511)  

  從來沒有(0%) 69 (4.57) 

  不常有(25%) 506 (33.49) 

  一半有一半沒有(50%) 571 (37.79) 

  很常有(75%) 256 (16.94) 

  一直都有(100%) 109 (7.21) 

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 a (n=1,506)  

  不滿意 33 (2.19) 

  不太滿意 109 (7.24) 

  普通 789 (52.39) 

  滿意 517 (34.33) 

  很滿意 58 (3.85) 
a該變項有遺漏值；百分比以每變項之有效樣本計算。 

表 22 女性相關問題 

變項 人數(%) 

初經年齡(歲) 13.11±1.57b 

目前月經狀況(n=1,511) 

  有 1176 (77.83) 

  沒有 335 (22.17) 

停經後服用女性荷爾蒙藥物 a (n=317) 

  是 19 (5.99) 

  否 298 (94.01) 

生產史 a (n=1,492) 

  未曾生產 604 (40.48) 

  曾經生產 888 (59.52) 

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 a (n=1,503) 

  是 107 (7.12) 

  否 1396 (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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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人數(%) 

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 a (n=1,508) 

  是 22 (1.46) 

  否 1486 (98.54) 

女性親人中，有人曾罹患乳癌 a (n=1,509) 

  是 264 (17.50) 

  否 1245 (82.50) 

女性親人曾罹患乳癌 a,# (n=260)   

  祖母/外祖母 31 (11.92) 

  母親 65 (24.00) 

  阿姨/姑姑 135 (51.92) 

  姊姊/妹妹 30 (11.54) 

  姪女/外姪女/表姊妹/堂姊妹 12 (4.63) 
a該變項有遺漏值，統計量以每變項之有效樣本計算；b平均值±標準 

第三節 乳癌篩檢知識、態度及行為結果之統計分析 

表 23 為乳癌篩檢知識(Knowledge)層面之分數結果，答對給 1 分，答錯給 0 分，總

分 15 分。乳癌篩檢知識平均得分(標準差)為 11.07 (1.45)分，針對知識題組部分，題目答

對平均得分為 0.9 分以上，即答對率 90%以上計 7 題，其中題目平均得分最高的三題分

別為第 9 題「定期的乳房自我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的目的」、第 12 題「定期的乳房

自我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的目的」及第 10 題「做乳房超音波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

的」；而平均得分最低的三題，無論為全年齡、小於 40 歲或大於等於 40 歲，均分別依

序為第 13 題「政府有提供 45-65 歲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14 題「政

府有提供 40-44 歲一等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第 15

題「政府提供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為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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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為乳癌篩檢態度(Attitude)層面之分數結果。在乳癌態度題組已於統計分析時

將反向題之分數轉為正向，對乳癌X光攝影檢查態度之平均得分(標準差)為 37.78 (5.11)，

分數越高表示對乳癌 X 光攝影檢查態度越正向，分數越低則反之。以全年齡觀之，得分

最高的三題均分別為第 9 題「我相信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早期發現異常」、第 6 題

「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以讓我掌握乳房健康狀況」及第 7 題「定期乳房 X 光攝影

檢查能夠得到乳癌相關醫療資訊」，而最低的三題，均分別為第 1 題「當我認為乳房健

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2 題「當我有健康的生活

方式 (例如：規律運動、健康飲食)，我不覺得需要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第 4 題

「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我而言是安全的」；次分析年齡層分組顯示，小於 40 歲者

得分最高的前三名均與全年齡相同，而大於等於 40 歲者之前三名則分別為第 9 題「我

相信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早期發現異常」、第 6 題「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以讓

我掌握乳房健康狀況」及第 3 題「我自己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再做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而得分最低的前三名於 40 歲為分界線顯示，其分布類似，惟名次不同，以

小於 40 歲者得分最低的前三名分別為第 1 題「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

為有需要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2 題「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規律運動、

健康飲食)，我不覺得需要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第 5 題「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對我而言是需要的」； 而大於等於 40 歲者之前三名則分別為第 4 題「接受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對我而言是安全的」、第 1 題「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

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第 2 題「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規律運動、健康

飲食)，我不覺得需要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分析阻礙參與乳

癌篩檢原因，其平均得分(標準差)為 30.98 (5.68)分，分數越高表示其較不是阻礙參與乳

癌篩檢的原因，分數越低則反之。以全年齡觀之，得分最高的三題分別為第 10.6 題「罹

患乳癌會影響我的生活，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10.1 題「我擔心做乳

房 X 光攝影檢查會傷害我的乳房」及第 10.2 題「因為要脫衣服露出我的乳房，所以我

不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最低的三題分別為第 10.4 題「工作太忙讓我沒時間做乳

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10.5 題「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第 10.3

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我不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次分析年齡

層分組顯示，小於 40 歲者得分最高的前三名均與全年齡排序相同，而大於等於 40 歲者

之前三名則依序為 10.6 題「罹患乳癌會影響我的生活，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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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10.7 題「費用負擔太高，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 10.1 題「我擔心做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傷害我的乳房」。而得分最低的前三名於 40 歲為分界線顯示，其

分布類似，僅 1 題不同，以小於 40 歲者得分最低的前三名分別為第 10.4 題「工作太忙

讓我沒時間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10.5 題「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

檢查」及第 10.7 題「費用負擔太高，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而大於等於

40 歲者之前三名則分別為第 10.4 題「工作太忙讓我沒時間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第

10.5 題「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第 10.3 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會感到疼痛，所以我不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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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為乳癌篩檢行為(Practice)層面之乳房自我檢查、乳房超音波檢查及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過去到目前為止，不曾做過乳房自我檢查者占

二成(23.64%)，進一步分析年齡組顯示，40 歲以下及 40 歲以上者分別占四成(42.39%) 

及一成(14.75%)。過去到目前為止不曾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者占三成(31.17%)，其中 40

歲以下及 40 歲以上者分別近六成(59.47%)及近二成(17.71%) ；過去參與一次、二次及

三次(含以上)乳房超音波檢查者分別占近三成(26.75%)、超一成(16.25%)及超過五成

(57.00%)，其中曾自費參加乳房超音波檢查者占四成(40.47%) ；過去因曾經參加勞工健

康檢查而去做乳房超音波檢查者占超過七成(70.49%)；而過去曾因醫師建議而去接受乳

房超音波檢查者則超過三成五(34.97%)。過去到目前為止不曾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者

占超過五成(50.94%)，其中 40 歲以下及 40 歲以上者分別占超過八成(80.91%)及近四成

(36.53%)；過去參與一次、二次及三次(含以上)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者分別占近四成

(37.14%)、二成(22.01%)及超過四成(40.85%)。 

表 25 乳癌篩檢行為(Practice)層面描述性統計 

變項 
人數(%) 

總計 <40 歲 ≥40 歲 

乳房自我檢查 a (n=1,510)    

過去到目前為止曾經做過乳房自我檢查    

  否 357 (23.64) 206 (42.39) 151 (14.75) 

  是，但未定期檢查 985 (65.23) 253 (52.06) 732 (71.48) 

  是，自我定期檢查(每月至少 1 次) 168 (11.13) 27 (5.56) 141 (13.77) 

乳房超音波檢查 a (n=1,508)    

過去到目前為止曾經做過乳房超音波檢

查 
   

  否 470 (31.17) 289 (59.47) 181 (17.71) 

  是，但未定期檢查 681 (45.16) 144 (29.63) 537 (52.54) 

  是，會定期檢查 357 (23.67) 53 (10.91) 304 (29.75) 

過去參加乳房超音波檢查次數 a (n=1,028)    

  一次 275 (26.75) 82 (41.84) 193 (23.20) 

  二次 167 (16.25) 44 (22.45) 123 (14.78) 

  三次(含以上) 586 (57.00) 70 (35.71) 516 (62.02) 

過去曾經自費參加乳房超音波檢查，是 a 

(n=1,028) 
416 (40.47) 96 (48.98) 320 (38.46) 

過去曾經參加勞工健康檢查去做乳房超

音波檢查，是 a (n=1,029) 
730 (70.94) 136 (69.39) 594 (71.31) 

過去曾因醫師建議而去接受乳房超音波

檢查，是 a (n=1,038) 
363 (34.97) 54 (27.41) 309 (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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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人數(%) 

總計 <40 歲 ≥40 歲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a (n=1,484)    

過去到目前為止曾經做過乳房X光攝影檢

查 
   

  否，從來沒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756 (50.94) 390 (80.91) 366 (36.53) 

  是，曾經做過但未規律每兩年做一次檢

查 
531 (35.78) 79 (16.39) 452 (45.11) 

  是，會定期檢查 197 (13.27) 13 (2.70) 184 (18.36) 

曾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過去參加乳房X光攝影檢查次數 a (n=727)    

  一次 270 (37.14) 51 (54.26) 219 (34.60) 

  二次 160 (22.01) 27 (28.72) 133 (21.01) 

  三次(含以上) 297 (40.85) 16 (17.02) 281 (44.39) 
a該變項有遺漏值，百分比以每變項之有效樣本計算 

表 26 為癌篩檢行為(Practice)層面中，未曾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原因，依全年

齡觀之，在受訪者未曾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條件下，過去曾有醫師建議參與該檢查

者占不到一成(4.50%)，而過去未曾有醫師建議參與則超過九成(95.50%)；進一步分析年

齡分組顯示，無論大於等於 40 歲或小於 40 歲者，均超過九成未曾有醫師建議參與該檢

查。而過去曾有收到衛生單位通知參與該檢查者僅占一成(11.58%)，未曾收到衛生單位

通知參者與者則勢過八成(88.42%)；進一步分析年齡分組顯示，小於 40 歲者超過九成

(98.20%)未曾到衛生單位通知參與，而大於等於 40 歲者則是超過七成(77.96%)。此外，

可發現，上述兩變項進行比較顯示，過去曾有醫師建議參與該檢查者以大於等於 40 歲

者高於小於 40 歲者，反觀收到衛生單位通知參與者則是以大於等於 40 歲之比例高於小

於等於 40 歲者。 

另，為瞭解受訪者從未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原因，經問卷調查顯示，依全年

齡顯示，所占比例最高的三個原因分別為「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

資格(44.99%)」、「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有

參加(31.40%)」及「工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27.44%)」；而所占

比例最低的三個原因分別為「我擔心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產生的輻射會影響乳房健康，所

以不想參加(3.03%)」、「交通不便/沒有交通工具可以讓我去做乳房X光攝影檢查(6.20%)」

及「我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8.71%)」。次依年齡分組顯

示，小於 40 歲者之受訪者從未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原因前三名分別為「我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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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資格(57.95%)」、「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供乳

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有參加(30.26%)」及「我不知道哪裡可以參加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21.79%)」；反觀大於等於 40 歲者，則有不同之原因分布，前三名分別為「工

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33.15%)」、「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

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有參加(32.61%)」及「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資格(31.25%)」。 

表 26 未曾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原因 

變項 
人數(%) 

總計 <40 歲 ≥40 歲 

過去是否曾有醫師建議參與(n=756)    

是 34 (4.50) 8 (2.05) 26 (7.12) 

否 722 (95.50) 
383 

(97.95) 
339 (92.88) 

過去是否曾收到衛生單位通知參與 a (n=751)    

是 87 (11.58) 7 (1.80) 80 (22.04) 

否 664 (88.42) 
381 

(98.20) 
283 (77.96) 

從來沒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原因 
a,# (n=758) 

   

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資格 341 (44.99) 
226 

(57.95) 
115 (31.25) 

我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 
66 (8.71) 34 (8.72) 32 (8.70) 

我覺得我的乳房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 
78 (10.29) 49 (12.56) 29 (7.88) 

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的項目，所以沒有參加 
238 (31.40) 118 (30.26) 120 (32.61) 

工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208 (27.44) 86 (22.05) 122 (33.15) 

交通不便/沒有交通工具可以讓我去做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 
47 (6.20) 24 (6.15) 23 (6.25) 

我不知道哪裡可以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14 (15.04) 85 (21.79) 29 (7.88) 

我覺得參加乳房X光攝影檢查要脫衣服會很尷尬，

所以不想參加 
71 (9.37) 32 (8.21) 39 (10.60) 

我擔心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產生的輻射會影響乳房

健康，所以不想參加 
23 (3.03) 12 (3.08) 11 (2.99) 

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不想參

加 
116 (15.30) 35 (8.97) 81 (22.01) 

a該變項有遺漏值，百分比以每變項之有效樣本計算；#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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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為金融機構公私營與規模種類之母群體、抽樣樣本數及抽取比例。本研究結

果顯示，公營金融機構人員共 14,082 位，佔總金融機構人員數的 9.60%，私營機構則有

132,537 位人員，佔 90.40%；本研究所收集樣本中，公營機構共有 312 人，私營機構為

1199 人，實際抽取比例分別為 20.65%和 79.35%。因應研究於公、私營機構抽取比例不

同，在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行為(Practice) 三項層面進行加權調整；公、私

營的階層加權數分別為 0.0960 和 0.9040，階層抽取比例為 2.22%和 0.90%，在知識部分，

調整前的平均值為 11.07、標準誤為 1.45，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11.03、標準誤為 0.040；

態度分數調整前的平均值為 37.78、標準誤為 5.11，在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37.87、標準

誤為 0.138；有進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行為人數在調整前的人數為 728、百分比為 49.06，

加權調整後的樣本盛行率為 0.47、標準誤為 0.013。 

金融機構規模種類分為 3 類，分別為大類、中類和小類，大類金融機構人員數最

多，共 83,983 位，佔總金融機構人員數的 57.28%，中規模則有 33,418 位人員，佔 22.79%，

小規模則有 29,218 位人員，佔 19.93%；本研究所收集樣本中，大規模共有 398 人、中

規模有 205 人、小規模有 908 人，實際抽取比例分別為 26.34%、13.57%和 60.09%。因

應研究於不同規模機構所抽取比例不同，在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行為

(Practice) 三項層面進行加權調整；大、中、小規模的階層加權數分別為 0.5728、0.2279、

0.1993，階層抽取比例為 0.47%、0.61%和 3.11%，在知識部分，調整前的平均值為 11.07、

標準誤為 1.45，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11.14、標準誤為 0.044；態度分數調整前的平均值

為 37.78、標準誤為 5.11，在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37.49、標準誤為 0.156；有進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行為人數在調整前的人數為 728、百分比為 49.06，加權調整後的樣本盛行

率為 0.53、標準誤為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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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為受訪者年齡與目前居住地之母群體、抽樣樣本數及抽取比例。本研究結果

顯示，小於 40歲的母群體人數共有 57,973人，大於及等於 40歲的母群體人數共有 23,675

人；小於 40 歲的研究參與者共 486 位，佔全部研究參與者人數的 32.17%，大於及等於

40 歲的參與者共 1025 位，佔總參與者人數的 67.83%。因應研究於不同年齡層抽取比例

的不同，在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行為(Practice) 三項層面進行加權調整；小

於 40 歲和大於等於 40 歲的階層加權數皆為 0.7100，階層抽取比例皆為 0.84%，在知識

部分，調整前的平均值為 11.07、標準誤為 1.45，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10.83、標準誤為

0.049；態度分數調整前的平均值為 37.78、標準誤為 5.11，在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37.54、

標準誤為 0.159；有進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行為人數在調整前的人數為 728、百分比為

49.06，加權調整後的樣本盛行率為 0.31、標準誤為 0.013。 

本研究將參與者居住地分為 4 類，分別為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及外島，北部的

母群體人數最多，共有 64,518 人，佔 79.00%，中部次之，共有 9,736 人，佔 12.00%，

南部共 6,502 人，佔 8.00%，東部及外島人數最少，共 842 位，佔 1.00%；參與本研究的

受訪者人數也以北部最高，共 845 人，佔 56.45%，次之則是南部，共 328 人，佔 21.91%，

中部則是 309 人參與，佔 20.64%，東部及外島則有 15 人參與，佔 1.00%。因應研究於

居住區域所抽取比例不同，在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行為(Practice) 三項層

面進行加權調整；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及外島的階層加權數分別為 0.7902、0.1199、

0.0796 和 0.0103，階層抽取比例為 1.31%、3.16%、5.04% 和 1.78%，在知識部分，調整

前的平均值為 11.07、標準誤為 1.45，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11.11、標準誤為 0.040；態

度分數調整前的平均值為 37.78、標準誤為 5.11，在加權調整後平均值為 37.76、標準誤

為 0.140；有進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行為人數在調整前的人數為 728、百分比為 49.06，

加權調整後的樣本盛行率為 0.50、標準誤為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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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為知識總分、態度總分與各變項間的相關性。在知識層面中，與乳癌知識具

有顯著相關的有以下變項：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公營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36)顯著

高於私營的平均得分(10.99)(p<0.001)。金融機構規模種類，大類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

(11.28)顯著高於小類的平均得分(11.01)及中類的平均得分(10.91)(p=0.0026)。職務類型，

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44)顯著高於其他的平均得分

(11.02)及辦事員(行員)的平均得分(10.98)(p<0.001)。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癌知識平

均得分(10.65)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平均得分(11.27)(p<0.001)。目前居住地，東部

(含外島)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53)顯著高於北部的平均得分(11.16)、南部的平均得分

(11.06)及中部的平均得分(10.80)(p=0.0016)。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10 萬元以下的乳

癌知識平均得分(11.00)顯著低於 10 萬元以上的平均得分(11.17) (p=0.0300)。婚姻狀況，

已婚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26)顯著高於未婚/離婚/喪偶的平均得分(10.74)(p<0.001)。

喝酒習慣，有喝酒習慣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0.61)顯著低於無喝酒習慣的平均得分

(11.10)(p=0.0041)。近1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週小於1次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12)

顯著高於每週 1 至 3次的平均得分(10.97)及每週大於 4次的平均得分(10.68)(p=0.0199)。

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從來沒有到不常有(0-25%)的乳癌知識平均得

分(11.15)及很常有到一直都有(75-100%)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15)顯著高於一半有一

半沒有(50%)的平均得分(10.94)(p=0.0212)。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不滿意與不太滿

意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1.25)顯著高於滿意與很滿意的平均得分(11.16)及普通的乳癌知

識平均得分(10.98)(p=0.0269)。生產史，未曾生產的乳癌知識平均得分(10.79)顯著低於曾

經生產的平均得分(11.25)(p<0.001)。 

在態度層面中，與乳房 X 光攝影態度具有顯著相關的以下變項：金融機構公私營種

類，公營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 (37.07)顯著低於私營的總分平均

(37.96)(p=0.0036)。金融機構規模種類，大類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7.15)顯

著低於中類的總分平均(37.85)及小類的總分平均(38.03)(p=0.0153)。職務類型，主管(副

理、襄理、協理、經理等)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8.44)顯著高於辦事員(行員)

的總分平均(37.73)及其他的總分平均(37.36)(p=0.0310)。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7.36)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總分平均(37.98) (p=0.0232)。目

前居住地(0.0157)，中部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7.20)顯著低於北部的總分平

均(37.76)、南部的總分平均(38.38)及東部(含外島)的總分平均(39.53)。婚姻狀況(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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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8.08)顯著高於未婚/離婚/喪偶的總分平均(37.25)。

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p<0.001)，每週小於 1 次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

(38.09)顯著高於每週 1 至 3 次的總分平均(37.18)及每週大於 4 次的總分平均(35.42)。過

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0.0036)，從來沒有到不常有(0-25%)的乳房 X 光攝

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7.62)顯著高於一半有一半沒有(50%)的總分平均(37.44)，但卻低於

很常有到一直都有(75-100%)的總分平均(38.55)。生產史(p<0.001)，未曾生產的乳房 X 光

攝影態度之總分平均(37.11)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總分平均(38.24)。 

在態度層面中，與阻礙因素程度具有顯著相關的變項有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公營

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0.32)顯著低於私營的總分平均(31.15)(p=0.0130)。年齡(歲)，

小於 40 歲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0.03)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總分平均

(31.43)(p<0.001)。目前居住地，北部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0.74)顯著高於中部的

總分平均(30.48)，但低於南部的總分平均(31.98)及東部(含外島)的總分平均(33.20) 

(p=0.0009)。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2.53)顯著高於大專

/大學(含)以上的總分平均(30.87)(p=0.0039)。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10 萬元以下的阻

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0.63)顯著低於 10 萬元以上的總分平均(31.55) (p=0.0017)。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週小於 1 次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1.35)顯著高於每週

1 至 3 次的總分平均(30.26)及每週大於 4 次的總分平均(28.18) (p<0.001)。近 1 個月以紅

肉為主食，每週小於 1 次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1.69)顯著高於每週 1 至 3 次的總

分平均(30.86)及每週大於 4 次的總分平均(30.47) (p=0.0042)。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

不滿意與不太滿意的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0.16)顯著低於普通的總分平均(30.79)

及滿意與很滿意的總分平均(31.42)(p=0.0275)。目前月經狀況，有月經的阻礙因素程度之

總分平均(30.78)顯著低於沒有月經的總分平均(31.69)(p=0.0095)。生產史，未曾生產的阻

礙因素程度之總分平均(30.12)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總分平均(31.58)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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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呈現以曾進行乳癌篩檢就定義為有乳癌篩檢行為與各變項間之相關性。在乳

房自我檢查方面，具有顯著相關包含以下變項：職務類型，辦事員(行員)的乳房自我檢

查百分比(72.87%)顯著低於其他 (78.66%)及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 (85.14%) 

(p<0.001)；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57.61%)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

的百分比(85.25%)(p<0.001)；目前居住地，中部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67.64%)顯著低於

北部 (78.20%)、南部(78.66%)及東部(含外島) (93.33%)(p<0.001)；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

幣)，月收入 10 萬元以下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73.65%)顯著低於月收入 10 萬元以上 

(80.82%)(p=0.0011)。婚姻狀況，已婚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83.30%)顯著高於未婚/離婚

/喪偶 (64.25%)(p<0.001)；近 1 個月外出用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

(80.95%)顯著高於每周大於 4 次 (75.96%)及每周 1 至 3 次 (70.79%)(p=0.0049)。近 1 個

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0.0044)，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78.35%)顯著高於每

周 1 至 3 次 (71.10%)及每周大於 4 次 66.67%)(p=0.0049)；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每

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79.10%)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 (78.72%)及每周大於

4 次 (71.15%)(p=0.0046)；目前月經狀況，有月經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74.13%)顯著低

於沒有月經 (84.18%)(p<0.001)；生產史，未曾生產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64.07%)顯著

低於曾經生產 (84.44%)(p<0.001)；知識總分為 Q1 (<10 分)者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

(58.54%)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72.73%)、Q3 (11~12 分)者(79.12%)及 Q4 (≥12 分) 者

(81.80%)(p<0.001)；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為 Q1(<10 分)者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

(69.44%)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76.57%)、Q3 (11~12 分)者(77.18%)及 Q4 (≥12 分) 者

(81.82%) (p<0.001)；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為Q1 (<10分)者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69.83%)

顯著低於 Q2 (10~11 分 )者 (72.46%)、Q3(11~12 分 )者 (75.96%)及 Q4 (≥12 分 )者

(86.16%)(p<0.001)。 

在行為層面中，與乳房超音波檢查具有顯著相關的有以下變項：金融機構公私營種

類，公營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79.74%)顯著高於私營的百分比(66.0%) (p <0.001)。

金融機構規模種類，大類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77.83%)顯著高於小類的百分比

(65.78%)及中類的百分比(64.88%)(p<0.001)。職務類型，辦事員(行員)的乳房超音波檢查

百分比(62.79%)顯著低於其他的百分比(71.56%)及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的百

分比(85.45%)(p<0.001)。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40.53%)顯著低

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百分比(82.29%)(p<0.001)。目前居住地，中部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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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51.46%)顯著低於南部的百分比(71.25%)、北部的百分比(73.67%)及東部(含外島)的百

分比(86.67%)(p<0.001)。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月收入 10 萬元以下的乳房超音波檢

查百分比(65.00%)顯著低於月收入 10 萬元以上的百分比(75.04%) (p<0.001)。婚姻狀況

(p<0.001)，已婚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79.33%)顯著高於未婚/離婚/喪偶的百分比

(50.46%)。近 1 個月外出用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72.15%)顯著高

於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70.69%)及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59.68%) (p=0.0004)。近 1 個

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71.19%)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63.00%)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56.94%) (p =0.0020)。過去 1 個月工

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一半有一半沒有(50%)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64.85%)顯著

低於從來沒有到不常有(0~25%)的百分比(67.42%)及很常有到一直都有(75~100%)的百

分比(77.26%)(p=<0.001)。目前月經狀況，有月經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63.40%)顯著

低於沒有月經的百分比(87.99%)(p<0.001)。生產史，未曾生產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

(51.33%)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百分比(80.27%) (p<0.001)。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曾

經罹患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95.45%)顯著高於未曾罹患的百分比(68.40%)(p<0.001)。

女性親人裡有人曾罹患乳癌，有人曾罹患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74.90%)顯著高於未

曾有人罹患的百分比(67.58%)(p=0.0197)。知識總分，Q1 為(<10 分)者的乳房超音波檢

查百分比(51.22%)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62.70%)、Q3 (11~12 分)者的百分

比(70.60%)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75.93%)(p<0.001)。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Q1 

為(<10 分)者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55.91%)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

(67.93%)、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73.80%)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77.45%)(p<0.001)。

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為 Q1 (<10 分)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55.33%)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63.47%)、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72.07%)及 Q4 (≥12 分)者的百

分比(81.98%) (p<0.001)。 

在行為層面中，與乳房 X 光攝影具有顯著相關的有以下變項：在金融機構公私營種

類，公營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56.17%)顯著高於私營的百分比(47.19%) (p =0.0050)。

金融機構規模種類，大類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60.05%)顯著高於中類的百分比(48.0%)

及小類的百分比(44.62%)(p<0.001)。職務類型，辦事員(行員)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39.80%)顯著低於其他的百分比(54.49%)及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的百分比

(73.06%)(p<0.001)。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19.09%)顯著低於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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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40歲的百分比(63.47%)(p<0.001)。目前居住地，北部的乳房X光攝影百分比(53.67%)

顯著高於南部的百分比 (46.01%)、東部(含外島)的百分比(44.67%)及中部的百分比

(38.80%)(p=0.0001)。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64.42%)顯著高

於大專/大學(含)以上的百分比(47.82%)(p=0.0011)。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月收入 10

萬元以下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45.02%)顯著低於月收入 10 萬元以上的百分比

(55.74%)(p<0.001)。婚姻狀況，已婚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58.13%)顯著高於未婚/離婚

/喪偶的百分比(33.39%)(p<0.001)。近 1 個月外出用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 X 光攝影百

分比(56.55%)顯著高於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48.30%)及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

(40.19%)(p<0.001)。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52.06%)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 (40.68%)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

(37.50%)(p=0.0003)。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55.20%)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 (48.12%)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

(44.35%)(p=0.0044)。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一半有一半沒有(50%)的

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45.63%)顯著低於從來沒有到不常有(0~25%)的百分比(49.12%)及

很常有到一直都有(75~100%)的百分比(54.34%)(p=0.0364)。對現在工作感覺滿意度，不

滿意與不太滿意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53.96%)顯著高於滿意與非常滿意的百分比

(52.21%)及普通的百分比(45.68%)(p=0.0284)。目前月經狀況，有月經的乳房 X 光攝影百

分比(39.57%)顯著低於沒有月經的百分比(83.02%)(p<0.001)。生產史，未曾生產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31.93%)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百分比(60.48%)(p<0.001)。曾被醫師診斷罹

患乳癌，曾經罹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90.48%)顯著高於未曾罹患的百分比

(48.36%)(p<0.001)。女性親人裡有人曾經罹患乳癌，有人曾罹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57.48%)顯著高於未曾有人罹患的百分比(47.39%)(p=0.0034)。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

患乳癌，有人曾罹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57.85%)顯著高於未曾有人罹患的百分比

(48.28%)(p=0.0258)。知識總分，Q1 (<10 分)都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35.68%)顯著低於

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46.35%)、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47.15%)及 Q4 (≥12 分)者

的百分比(56.03%)(p<0.001)。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Q1 (<10 分)者的乳房 X 光攝影

百分比(34.51%)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48.08%)、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

(49.54%)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63.00%)(p<0.001)。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為 Q1 (<10

分)者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32.36%)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40.79%)、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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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分)者的百分比(53.21%)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66.8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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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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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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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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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為乳癌篩檢行為(定期進行篩檢始納入)與各變項間之相關性。在行為層面中，

與乳房自我檢查具有顯著相關的有以下變項：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

(5.56%)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13.77%)(p<0.001)。婚姻狀況，

已婚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13.36%)顯著高於未婚/離婚/喪偶的百分比(7.26%) (p<0.001)。

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12.59%)顯著高於每

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8.33%)及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6.31%)(p=0.0065)。近 1 個月以紅

肉為主食，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16.18%)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

比(10.14%)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7.69%)(p=0.0001)。生產史，未曾生產的乳房自我

檢查百分比(6.79%)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百分比(14.09%)(p<0.001)。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

乳癌，曾經罹患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 (54.55%)顯著高於未曾罹患的百分比

(10.51%)(p=0.0006)。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Q1 (<10 分)的乳房自我檢查百分比

(6.43%)顯著低於 Q3 (11~12 分)的百分比(9.31%)、Q2 (10~11 分)的百分比(10.58%)及 Q4 

(≥12 分)的百分比(17.44%)(p<0.001)。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Q1 (<10 分)的乳房自我檢查

百分比(4.02%)顯著低於 Q2 (10~11 分)的百分比(6.89%)、Q3 (11~12 分)的百分比(12.13%)

及 Q4 (≥12 分)的百分比(20.10%)(p<0.001)。 

在行為層面中，與乳房超音波檢查具有顯著相關的有以下變項：職務類型，辦事員

(行員)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21.26%)顯著低於其他的百分比(25.69%)及主管(副理、

襄理、協理、經理等)的百分比(29.45%)(p=0.0128)。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超音波

檢查百分比(10.91%)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百分比(29.75%)(p<0.001)。目前居住地，

中部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13.92%)顯著低於南部的百分比(24.77%)、北部的百分比

(26.33%)及東部(含外島)的百分比(33.33%)(p=0.0001)。婚姻狀況，已婚的乳房超音波檢

查百分比(28.39%)顯著高於未婚/離婚/喪偶的百分比(15.48%)(p<0.001)。近 1 個月以油炸

食物為主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25.20%)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

百分比(19.67%)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16.67%)(p=0.0479)。目前月經狀況，有月經的

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21.87%)顯著低於沒有月經的百分比(30.03%) (p=0.0036)。生產史，

未曾生產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 (16.45%) 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百分比

(28.30%)(p<0.001)。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曾規

律使用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 (31.78%) 顯著高於未曾規律使用的百分比

(23.12%)(p=0.0425)。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曾經罹患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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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顯著高於未曾罹患的百分比(22.71%)(p<0.001)。女性親人裡有人曾罹患乳癌，有

人曾罹患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31.94%)顯著高於未曾有人罹患的百分比(21.88%) 

(p=0.0013)。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患乳癌，有人曾罹患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

(31.71%)顯著高於未曾有人罹患的百分比(22.96%) (p=0.0133)。知識總分，Q1 (<10 分)者

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18.54%)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18.65%)、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22.45%)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28.27%)(p=0.0027)。乳房 X 光

攝影態度之總分為Q1 (<10分)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10.48%)顯著低於Q2 (10~11分)

者的百分比(21.46%)、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24.40%)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

(37.25%)(p<0.001)。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Q1 (<10 分)者的乳房超音波檢查百分比

(10.37%)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14.67%)、Q3 (11~12 分)者的百分比(26.35%)

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40.47%)(p<0.001)。 

在行為層面中，與乳房 X 光攝影具有顯著相關的有以下變項：金融機構規模種類，

大類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17.75%)顯著高於中類的百分比(12.50%)及小類的百分比

(11.54%)(p=0.0104)。職務類型，辦事員(行員)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10.03%)顯著低於

其他的百分比(13.62%)及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的百分比(23.62%) (p<0.001)。

年齡(歲)，小於 40 歲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2.70%)顯著低於大於等於 40 歲的百分比

(18.36%)(p<0.001)。目前居住地，中部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6.69%)顯著低於南部的百

分比(11.96%)、北部的百分比(15.76%)及東部(含外島)的百分比(26.67%) (p=0.0003)。教

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25.00%)顯著高於大專/大學(含)以上的

百分比(12.43%)(p=0.0047)。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月收入 10 萬元以下的乳房 X 光

攝影百分比(11.69%)顯著低於月收入 10 萬元以上的百分比(15.66%) (p=0.0345)。婚姻狀

況，已婚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16.47%)顯著高於未婚 /離婚 /喪偶的百分比

(7.75%)(p<0.001)。喝酒習慣，有喝酒習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5.33%)顯著低於沒喝

酒習慣的百分比(13.73%)(p=0.0031)。近 1 個月外出用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 X 光攝

影百分比(16.78%)顯著高於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13.70%)及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

(7.07%)(p=0.0005)。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周小於 1 次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14.61%)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 (10.85%)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

(2.78%)(p=0.0063)。近 1個月以紅肉為主食，每周小於 1次的乳房X光攝影百分比(19.40%)

顯著高於每周 1 至 3 次的百分比(11.09%)及每周大於 4 次的百分比(10.22%)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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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不滿意與不太滿意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17.99%)顯著高於

滿意與非常滿意的百分比(15.93%)及普通的百分比(10.32%) (p=0.0024)。目前月經狀況，

有月經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9.48%)顯著低於沒有月經的百分比(26.85%)(p<0.001)。生

產史，未曾生產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8.11%)顯著低於曾經生產的百分比

(16.84%)(p<0.001)。曾被醫師診斷罹患乳癌，曾經罹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38.10%)

顯著高於未曾罹患的百分比(12.81%)(p=0.0308)。女性親人裡有人曾經罹患乳癌，有人曾

罹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 (20.87%) 顯著高於未曾有人罹患的百分 比

(11.73%)(p=0.0009)。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患乳癌，有人曾罹患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

比(21.49%)顯著高於未曾有人罹患的百分比(12.55%)(p=0.0123)。知識總分，Q1 (<10 分)

者的乳房X光攝影百分比(9.05%)顯著低於Q3 (11~12分)都的百分比(10.59%)、Q2 (10~11

分)者的百分比(13.01%)及 Q4 (≥12 分)者的百分比(16.61%)(p=0.0084)。乳房 X 光攝影態

度之總分為 Q1 (<10 分)者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7.34%)顯著低於 Q2 (10~11 分)者的百

分比 (10.23%)、Q3 (11~12 分 )者的百分比 (12.62%)及 Q4 (≥12 分 )者的百分比

(22.25%)(p<0.001)。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為 Q1 (<10 分)者的乳房 X 光攝影百分比(3.79%)

顯著低於Q2 (10~11分)者的百分比(6.95%)、Q3 (11~12分)者的百分比(14.45%)及Q4 (≥12

分)者的百分比(26.20%)(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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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為探討乳癌篩檢知識相關因素之單變項及多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之結果。在單

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職務類型、年齡、目前居住地、家庭

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喝酒習慣、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

意度、生產史皆與乳癌篩檢知識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在多變項線性迴歸分析建模過程中，本研究將單變項迴歸分析結果中 p 值小於 0.25

的所有變項同時納入多變項線性迴歸模型中，再以後選取法(Backward selection)將不顯

著的變項一一刪除，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私營 vs.公營)、職務

類型、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以下)、婚姻狀況(未婚/離婚/喪偶 vs.已婚)、喝酒習慣(是

vs.否)、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目前月經狀況(有 vs.無)，

上述變項皆與乳癌篩檢知識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私營相較於公營有較

低的乳癌知識(β=-0.39，p<0.001)，主管相較於辦事員有較高之乳癌知識 (β=0.24，

p=0.0216)，年齡 40 歲以上相較於小於 40 歲者有較高之乳癌知識(β=0.53，p<0.001)，未

婚/離婚/喪偶者相較於已婚者有較低之乳癌知識(β=-0.28，p<0.001)，有喝酒習慣者相較

於無喝酒習慣者較低之乳癌知識(β=-0.40，p=0.0144)，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每週

>4 次者相較每週<1 次有較低之乳癌知識(β=-0.50，p =0.0045)，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

每週 1-3次或>4次者相較每週<1次有較高之乳癌知識(分別為 β=0.24，p=0.0061和 β=0.33，

p<0.001)，目前有月經狀況者有較高之乳癌知識(0.22，p=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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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為探討乳癌篩檢態度量表中乳房 X 光攝影態度總分相關因素之單變項及多變

項線性迴歸分析的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金融機

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年齡、目前居住地、婚姻狀況、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

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

擾、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以及生產史皆與乳房 X 光攝影態度總分呈

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私營 vs.公營)、目前居住地、近 1 個

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以及生產史(有 vs.無)，上

述變項皆與乳房 X 光攝影態度總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中部相較於

北部有較低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β=-0.85，p=0.0175)，近 1 個月每週 1-3 次(β=-0.85，

0.0106)及每週>4 次(β=-2.69，p<0.001)以油炸食物為主餐相較於每週<1 次皆有較低的乳

房 X 光攝影態度，過去 1 個月很常有/一直都有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相較於從來

沒有/不常有有較高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β=0.78，p=0.0242)，有生產史相較於沒有生產

史有較高的乳房 X 光攝影態度(β=0.97，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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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為探討乳癌篩檢態度量表中阻礙因素程度總分相關因素之單變項及多變項線

性迴歸分析的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年齡、目前

居住地、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

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目前月經狀況以及生產史皆與阻礙因素

程度總分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私營 vs.公營)、目前居住地、教育

程度(高中職(含)以下 vs.大專/大學(含)以上)、家庭平均月收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vs.10

萬元以下)、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以及生產史(有 vs.

無)，上述變項皆與阻礙因素程度總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南部相較於

北部對阻礙因素有較高程度的認同感(β=0.89， p=0.0228)，教育程度在大專/大學(含)以

上相較於高中職(含)以下對阻礙因素有較低程度的認同感(β=-1.40，p=0.0148)，家庭平均

月收入(新台幣)10萬元以上相較於 10萬元以下對阻礙因素有較高程度的認同感(β=0.71，

p=0.0197)，近 1 個月每週 1-3 次(β=-0.83，p=0.0239)及每週>4 次(β=-2.92，p<0.001)以油

炸食物為主餐相較於每週<1 次對阻礙因素皆有較低程度的認同感，對現在工作感覺之

滿意度感到不滿意/不太滿意(β=-1.06，p=0.0446)及普通(β=-0.64，p=0.0388)相較於滿意/

很滿意對阻礙因素皆有較低程度的認同感，有生產史相較於無生產史對阻礙因素有較高

程度的認同感(β=1.20，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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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為探討乳癌篩檢行為中乳房自我檢查(曾進行自我檢查即納入)相關因素之單

變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職務類型、年齡、

目前居住地、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

主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目前月經狀況、生產史、

乳癌篩檢知識總分、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皆與曾經有做

過乳房自我檢查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以下)、婚姻狀況(未婚/離婚/喪偶

vs.已婚)、近 1 個月外出用餐、乳癌篩檢知識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上述變項

皆與曾經有做過乳房自我檢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年齡 40 歲以上的乳

房自我檢查勝算是 40 歲以下的 3.05 倍(95%CI：2.302-4.039)，婚姻狀況中未婚/離婚/喪

偶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已婚的 0.65 倍(0.489-0.856)，近 1 個月每週 1-3 次外出用餐的

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每週<1 次的 0.67 倍(0.464-0.964)，乳癌篩檢知識總分在 Q2、Q3 及

Q4 者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1.66 倍(1.088-2.523)、2.10 倍(1.418-3.096)及 2.16

倍(1.487-3.133)，阻礙參與因素總分在 Q4 者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2.21 倍

(1.495-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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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為探討乳癌篩檢行為中乳房超音波檢查(曾進行乳房超音波檢查即納入)相關

因素之單變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金融機構

公私營種類、金融機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年齡、目前居住地、家庭平均月收入、婚

姻狀況、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

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對現

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目前月經狀況、生產史、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女性親人中

有人曾罹患乳癌、乳癌篩檢知識總分、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

分皆與曾經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私營 vs.公營)、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以下)、目前居住地、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 vs.大專/大學(含)以上)、婚姻狀況(未婚

/離婚/喪偶 vs.已婚)、目前月經狀況(有 VS.無)、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

程度之總分，上述變項皆與曾經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

其中年齡 40 歲以上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 40 歲以下的 4.63 倍(95%CI: 3.438−6.245)，

中部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北部的 0.53 倍(0.374−0.736)，教育程度在大專/大學(含)以

上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高中職(含)以下的 2.15 倍(1.262−3.674)，婚姻狀況中未婚/離

婚/喪偶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已婚的 0.50 倍(0.382−0.662)，目前有月經的乳房超音

波檢查勝算是目前沒有月經的 0.47 倍(0.31−0.709)，乳房 X 光攝影態度總分在 Q2、Q3

及 Q4 者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1.47 倍(1.035−2.088)倍、1.94 倍(1.325−2.847)

及 1.86 倍(1.208−2.874)，阻礙參與因素總分在 Q2、Q3 及 Q4 者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

是 Q1 者的 1.53 倍(1.065−2.192)、2.14 倍(1.503−3.055)及 2.70 倍(1.719−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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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為探討乳癌篩檢行為中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曾進行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即納入)

相關因素之單變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金融

機構公私營種類、金融機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職務類型、年齡、目前居住地、教育

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

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

的困擾、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目前月經

狀況、生產史、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女性親人中有人曾罹患乳癌、女性二等親(含)

以下曾罹患乳癌、乳癌篩檢知識總分、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

分皆與曾經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金融機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

以下)、目前居住地、婚姻狀況(未婚/離婚/喪偶 vs.已婚)、目前月經狀況(有 vs.無)、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上述變項皆與曾經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主管及其他職務類型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

是辦事員的 2.00 倍(95%CI: 1.413-2.845)及 1.37 倍(1.009-1.855)，年齡 40 歲以上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 40 歲以下的 4.06 倍(2.97-5.546)，中部及南部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勝算是北部的 0.71 倍(0.507-0.992)及 0.63 倍(0.454-0.869)，婚姻狀況中未婚/離婚/喪偶的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已婚的 0.74 倍(0.564-0.981)，目前有月經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勝算是目前沒有月經的 0.24 倍(0.165-0.337)，乳房 X 光攝影態度總分在 Q2、Q3 及 Q4

者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1.62 倍(1.135-2.324)、1.60 倍(1.097-2.337)及 2.40

倍(1.575-3.669)，阻礙參與因素總分在 Q2、Q3 及 Q4 者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1.45 倍(1.002-2.106)、2.44 倍(1.716-3.477)及 3.05 倍(2.001-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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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為探討乳癌篩檢行為中乳房自我檢查(定期自我檢查始納入)相關因素之單變

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年齡、目前居住地、

婚姻狀況、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生產史、曾被醫師診

斷為罹患乳癌、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皆與有定期做乳房

自我檢查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以下)、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

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是 vs.否)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上述變項皆與有定期做乳

房自我檢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年齡 40 歲以上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

40 歲以下的 2.10 倍(95%CI: 1.353−3.26)，近 1 個月每週 1-3 次及每週>4 次以紅肉為主

食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每週<1 次的 0.64 倍(0.438-0.938)及 0.51 倍(0.325-0.788)，曾被

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未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的 7.92 倍

(3.252-19.302)，阻礙參與因素總分在 Q3 及 Q4 者的乳房自我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2.98

倍(1.614-5.5)及 5.14 倍(2.82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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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為探討乳癌篩檢行為中乳房超音波檢查(定期進行乳房超音波始納入)相關因

素之單變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職務類型、

年齡、目前居住地、婚姻狀況、目前月經狀況、生產史、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女性親人中有人曾罹患乳癌、

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患乳癌、乳癌篩檢知識總分、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

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皆與有定期做乳房超音波檢查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 <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以下)、目前居住地、婚姻狀況(未

婚/離婚/喪偶 vs.已婚)、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是

vs.否)、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是 vs.否)、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

度之總分，上述變項皆與有定期做乳房超音波檢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 <0.05)。其

中年齡 40 歲以上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 40 歲以下的 2.54 倍(95%CI: 1.784-3.611)，中

部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北部的 0.46 倍(0.31-0.684)，婚姻狀況中未婚/離婚/喪偶的乳

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已婚的 0.73 倍(0.534-0.993)，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

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未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

以上)使用賀爾蒙藥物的 1.78 倍(1.094-2.883)，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的乳房超音波檢

查勝算是未曾被醫師診斷為罹患乳癌的 12.08 倍(3.84-37.978)，乳房 X 光攝影態度總分

在 Q2、Q3 及 Q4 者的乳房超音波檢查勝算是 Q1 者的 1.85 倍(1.19-2.859)、1.90 倍

(1.209−2.977)及 2.57 倍(1.597−4.127)，阻礙參與因素總分在 Q3 及 Q4 者的乳房超音波檢

查勝算是 Q1 者的 2.54 倍(1.656-3.898)及 3.56 倍(2.215-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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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為探討乳癌篩檢行為中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定期進行乳房 X 光攝影始納入)相

關因素之單變項及多變項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在單變項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金融機

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年齡、目前居住地、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

喝酒習慣、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

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目前月經狀況、生產史、曾被醫師

診斷為罹患乳癌、女性親人中有人曾罹患乳癌、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患乳癌、乳癌

篩檢知識總分、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總分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總分皆與有定期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呈現顯著相關(所有變項皆 p <0.05)。 

最後納入模型的變項包含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私營 vs.公營)、金融機構規模種類、

職務類型、年齡(40 歲以上 vs.40 歲以下)、目前居住地、近 1 個月外出用餐、近 1 個月

以紅肉為主食、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目

前月經狀況(有 vs.無)、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患乳癌(是 vs.否) 以及阻礙因素程度之

總分，上述變項皆與有定期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p<0.05)。其中

主管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辦事員的 1.76 倍(95%CI: 1.173−2.654)，年齡 40 歲以上

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 40 歲以下的 4.22 倍(2.268-7.849)，中部的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勝算是北部的 0.41 倍(0.226-0.724)，近 1 個月每週 1-3 次外出用餐的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勝算是每週<1 次的 0.54 倍(0.314−0.944)，近 1 個月每週 1-3 次及每週>4 次以紅肉為

主食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每週<1 次的 0.59 倍(0.402-0.876)及 0.63 倍(0.406−0.974)，

過去 1 個月很常有/一直都有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從

來沒有/不常有的 0.51 倍(0.303-0.844)，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感到不滿意/不太滿意

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滿意/很滿意的 2.21 倍(1.175-4.174)，目前有月經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目前沒有月經的 0.44 倍(0.299-0.648)，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曾罹患乳

癌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女性二等親(含)以下未曾罹患乳癌的 1.93 倍(1.13-3.31)，

阻礙參與因素總分在 Q3 及 Q4 的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勝算是 Q1 的 4.23 倍(2.222-8.041)

及 8.40 倍(4.475-1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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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受訪者與母群體 

考量樣本在公私營、金融機構規模大小、年齡、居住地因素的分布與母群體分布有

差距，因此對知識、態度及行為進行加權調整後，結果顯示，除了於乳癌篩檢行為部分

僅在年齡加權後有些微差異外，在乳癌篩檢知識及態度部分並無影響。 

二、乳癌篩檢知識 

有關乳癌篩檢知識層面之相關題項，無論是否區分不同年齡層，答對率較低之三個

題項，依序分別為「政府有提供 45-65 歲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政府

有提供 40-44 歲一等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政府提

供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為每三年一次」，皆是乳癌篩檢政策之面向。由此可知，

乳癌篩檢之政策並非眾所皆知，故相關單位有必要加強乳癌篩檢之衛生教育推廣及宣導。 

三、乳癌篩檢態度 

有關乳癌篩檢態度層面之相關題項，在所有受訪者中不分年齡組的情況下，對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擁有較正向之態度包含「我相信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早期發現異常」及

「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以讓我掌握乳房健康狀況」；而「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

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規

律運動、健康飲食)，我不覺得需要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等則在態度方面需要加強

之題項。然而，在所有受訪者中，對阻礙參與乳癌篩檢原因包含「工作太忙讓我沒時間

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我不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由此可知，上述即阻礙金融

業女性勞工參加乳癌篩檢的原因，可能影響參加乳癌篩檢之意願，進而影響其參加乳癌

篩檢之「行為」。 

在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相關因子分析顯示，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目前居住地、

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為主餐頻率、過去 1 個月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以及生產史皆

同時與對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程度上有顯著相關；而與乳癌篩檢態度中阻礙因素程度

之相關性結果發現，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目前居住地、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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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以及生產史皆同時與阻礙因素程度有顯著相關。由上可知，若

欲提升我國女性勞工對「乳癌篩檢態度」的正向思維，應由根本原因進行改善，如提升

我國女性勞工對於乳癌以及乳癌篩檢的正確觀念與知識，進而使其保有正向之「乳癌篩

檢態度」。 

四、乳癌篩檢行為 

就乳房自我檢查而言，在所有受訪者中不分年齡的情況下，過去到現在從未做過乳

房自我檢查之受訪者占 23.64%。另，65.23%之受訪者不會定期每個月至少做一次乳房

自我檢查；就乳房超音波檢查而言，在所有受訪者中不分年齡的情況下，過去到目前為

止從未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之受訪者占 31.17%，而在曾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的受訪者

中，有 23.67%會定期每個月至少做一次，進一步區分年齡層顯示，40 歲以上者則有

52.54%的受訪者不會定期做乳房超音波檢查；針對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分析結果，從未參

與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受訪者超過半數占 50.94%，且 40 歲以上之金融業女性勞工有

36.53%從未參與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此外，曾經參與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受訪者

中，40 歲以上之受訪者僅 18.36%會定期做檢查。由此可知，乳癌篩檢推行於 40 歲以上

金融業女性勞工確實有其必要性。然而，在探討未曾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之原因，則

發現最主要的原因之前三名則分別依序為「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的資格(44.99%)」、「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

有參加(31.40%)」及「工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27.44%)」。 

在乳房篩檢行為之相關因子分析顯示，金融機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年齡、目前

居住地、婚姻狀況、目前月經狀況、乳房 X 光攝影態度之程度以及阻礙參與因素之程度

皆同時與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有顯著的相關；而相關因素與有定期做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之相關性結果中則發現，金融機構公私營種類、金融機構規模種類、職務類型、

年齡、目前居住地、近 1 個月外出用餐頻率、近 1 個月以紅肉為主食頻率、過去 1 個月

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對現在工作感覺之滿意度、目前月經狀況、女性二等親(含)

以下曾罹患乳癌，及阻礙參與因素之程度皆同時與有定期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有顯著

的相關。由上述可知，若欲提升我國女性勞工參與「乳癌篩檢的行為」，應該針對我國

女性的勞工加強宣導乳癌及乳癌篩檢的正確觀念與知識，使其持有正向乳癌篩檢的態度，

進而增加參與乳癌篩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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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鼓勵女性勞工參與乳癌篩檢相關衛教宣導 

研究發現，乳癌篩檢「知識」、「態度」及「行為」具有相關性，「知識」可影響

「態度」，亦可影響「行為」，知識越高者較易擁有正向的態度，也較有可能付出行動

參與之行為。故建議未來事業單位可鼓勵女性勞工參與乳癌及乳癌篩檢之相關衛教宣導，

提高正確觀念與知識，進而提高篩檢態度及參與癌篩檢行為，藉此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的目的。 

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健康檢查及乳癌篩檢 

依據我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七條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

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

三年檢查一次、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此外，該規則第二十七條，依癌症防

治法規定，對於符合癌症篩檢條件之勞工，於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健康檢查時，得經勞工

同意，一併進行口腔癌、大腸癌、女性子宮頸癌及女性乳癌之篩檢。所定篩檢之對象、

時程、資料申報、經費及其他規定事項，依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又依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乳癌篩檢政策，政府補助 45 歲以上未滿 70 歲婦女，及 40 歲以上

至未滿 45 歲且其二親等以內血親曾患有乳癌之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Ｘ光攝影篩檢，且

為公費之篩檢。據此，建議可於我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既有規範下，由事業單位實施勞

工健康檢查時，依該規則於例行之年度健康檢查時，鼓勵女性勞工一併參與乳癌之公費

篩檢，提高便利性並使其知曉有此篩檢項目供選擇。相關部會亦可加強宣導鼓勵女性勞

工參與該項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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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計畫研究期間為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6 日至 111 年 12 月 2 日，計畫主持人為

本所洪副研究員敬宜，並由中國醫藥大學張教授大元、李教授采娟、林助理佳儀、陳助

理冠宇及蕭助理雁云及本所職業危害評估研究組陳組長志勇共同參與。 

研究執行期間，承蒙各金融機構的協助。並由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陳院士

建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暨公共衛生研究所-王名譽講座教授榮德、李特

聘教授中一、呂教授宗學、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陳教授秀熙、郭

教授柏秀、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研究所-邱所長弘毅、臺北榮民總醫院乳房醫學中心

乳房外科暨臺灣乳房醫學會-黃醫師暨副秘書長其晟、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暨環境職

業醫學會-楊醫師振昌暨理事長、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簡助理教授毓寧、口腔醫

學院-嚴教授明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胡乳癌個案管理師郁珮、家庭醫學科-劉醫師

秋松、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陳教授培君、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廖教授勇

柏、陸教授玓玲等多位教授提供諸多建議及協助與指導，並於審查期間提供寶貴意見，

使本研究更臻於完善，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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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111 年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 

 

親愛的朋友 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參與撥空填寫此份問卷。這是一份由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我國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之流行病學研究」計

畫所設計的學術研究調查問卷。 

本計畫目的主要是希望能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金融從業人員對乳癌篩

檢的認知、態度及行為等相關因素。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及勞工，

俱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提供政府未來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 

這份問卷沒有所謂對或錯，請您依照您個人的情況據實回答所有的問題，

且為無記名。在資料處理的過程中，我們是以全體的資料，而非個別的資料來

進行分析，所有的資料均採用電腦處理，絕對不會讓您的資料曝光，請您安心

填寫。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敬祝 工作安全 身心健康 

 

 

 

 

 



134 

預試問卷：「我國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之流行病學研究」調查 

                                                問卷編號：□□□□ 

                                                                                                      

一、基本資料：(本部分除了第 12.1 題為複選題，其餘均為單選題，請您在適當位置勾

選或填寫)  

1.您的出生日期是：民國       年     月 

2.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小畢業（含以下）        □(2)國中畢業                □(3)高中職畢業 

  □(4)大學畢業                   □(5)研究所畢業及以上 

3.您每個月所有家庭成員的總收入約為： 

  □(1)新台幣 30,000 元以下               □(2)新台幣 30,001 元~60,000 元 

  □(3)新台幣 60,001 元~90,000 元          □(4)新台幣 90,000 元以上 

4.您現在的婚姻狀況為：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5.您目前或過去是否曾經吸菸（每天至少 1 根，至少持續六個月）？ 

  □(0)否    □(1)是，目前仍有吸菸      □(2)是，過去曾經吸菸但目前戒菸 

6.您目前或過去是否有喝酒的習慣（每週達 150c.c.，至少持續六個月之酒精攝取）？ 

  □否(0)    □(1)是，目前仍持續喝酒    □(2)是，過去有持續喝酒但目前已經戒酒 

7.您的初經年齡為：     歲 

8.您目前是否仍有月經？  □(1)是      □(0)否，您停經年齡為：     歲 

9.您的生產史為何？  □(0)未曾懷孕（跳答 10.）  □曾懷孕過(1)（續答 9.1.-9.3.） 

 9.1.您生產的胎數為：     胎 

 9.2.您第一次生產年齡為：     歲 

 9.3.您是否至少有 1 胎親自哺餵母乳？（續答 10.）  □(0)否       □(1)是 

10.您是否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至少持續服用六個月以上）服用避孕藥？ 

  □(0)否                  □(1)是 

11.您是否曾經被醫師診斷罹患乳癌？ 

  □(0)否                  □(1)是，診斷時間：民國       年 

12.就您所知，您的女性親人中，是否有人曾罹患乳癌？ 

  □(0)否（跳答 13.）       □(1)是（續答 12.1.） 

 12.1.您哪些女性親人曾罹患過乳癌？（可複選，續答 13.） 

  □(1)祖母             □(2)外祖母           □(3)母親          □(4)阿姨 

  □(5)姑姑             □(6)姊姊             □(7)妹妹 

13.您的工作類型：  □(1)固定日班   □(2)固定夜班     □(3)輪班    □(4)兼職 

14.您覺得過去一個月您的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嗎？ 

  □(0)從未有     □(1)很少有     □(2)有時有     □(3)當然有    □(4)一定有 

15.整體而言，您對現在的工作感覺滿意嗎？ 

  □(1)不滿意     □(2)不太滿意   □(3)普通       □(4)滿意      □(5)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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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乳癌篩檢【知識(Knowledge)】請您依對乳癌篩檢的認識，以打勾的方式填答下列

問題(均為單選題)。 

題目 錯 對 

1.當我得到乳癌，一定會因為乳癌而死亡。   

2.乳癌是無法痊癒的，只是延長痛苦。   

3.即使早期發現乳癌，仍然只有非常少數的女性能逃過死亡。   

4.如果會得到乳癌，就註定會得到，沒有任何事可以改變其命運。   

5.早期的乳癌，大部分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6.曾哺餵母乳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7.如果曾生育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8.如果家人曾經得過乳癌者，則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9.已經停經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10.服用荷爾蒙藥物者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11.乳頭有異樣分泌物為乳癌的臨床症狀。   

12.定期的乳房預防篩檢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目的。   

13.定期的乳房自我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的目的。   

14.到醫院做乳房超音波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5.到醫院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6.到醫院做乳房臨床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7.我知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45-69 歲婦女每兩年一次乳房攝影

檢查。 

  

18.我知道附近衛生所或醫院有推廣免費乳房攝影檢查。   

19.我知道附近衛生所或醫院乳房攝影篩檢的流程。   

20.我知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宣導婦女健康，有提供許多乳房攝影

檢查的宣傳方式(如跑馬燈、宣導短片、QRcode 線上預約服務等)。 

  

21.我知道有乳房攝影巡迴車可以提供乳房攝影檢查。   

22.我知道政府有提供免費的女性乳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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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乳癌篩檢【態度(Attitude)】請您依對乳癌篩檢的看法，以圈選的方式填答下列問

題(均為單選題)。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去做乳癌篩

檢。 
1 2 3 4 5 

2.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規律運動、健康飲食)，我不

覺得需要定期乳癌篩檢。 
1 2 3 4 5 

3.當我感覺到乳房健康狀況有問題時才會去看醫生或做健康檢

查。 
1 2 3 4 5 

4.當我覺得乳房狀況很健康時，我不會去看醫生。 1 2 3 4 5 

5.接受乳癌篩檢對我而言是好的。 1 2 3 4 5 

6.接受乳癌篩檢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 1 2 3 4 5 

7.接受乳癌篩檢對我而言是安全的 1 2 3 4 5 

8.接受乳癌篩檢對我而言是需要的 1 2 3 4 5 

9.定期乳癌篩檢能保障人生幸福。 1 2 3 4 5 

10.定期乳癌篩檢能培養預防觀念是值得鼓勵的。 1 2 3 4 5 

11.定期乳癌篩檢可以讓我掌握乳房健康狀況。 1 2 3 4 5 

12.定期乳癌篩檢能得到乳癌相關醫療資訊是值得推廣的。 1 2 3 4 5 

13.即使每次乳房篩檢報告都很正常，我也應該持續做乳房自我

檢查。 
1 2 3 4 5 

14.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早期發現異常。 1 2 3 4 5 

15.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培養預防的觀念。 1 2 3 4 5 

16.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得到乳癌的資訊。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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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乳癌篩檢【行為(Practice)】此部分是瞭解您的乳房篩檢行為，請依您實際情形填

答。 

(請在您確定的選項內打勾，皆為單選題) 

1.您過去二年內是否做過乳房自我檢查？ 

  □(0)否       □(1)是，但未定期檢查     □(2)是，自我定期檢查（每月至少一次） 

2.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接受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跳答 3.)       □(1)是，曾接受過(續答 2.1、2.2) 

 2.1 您過去二年內接受過幾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2.2 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經自費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續答 3.)  □(0)否  □(1)是 

3.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接受過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跳答 4.)       □(1)是，曾接受過(續答 3.1.、3.2.) 

 3.1.您過去二年內接受過幾次乳房超音波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3.2.您過去二年內接受過乳房超音波檢查是否為自費？(續答 4.)  □(0)否    □(1)是 

4.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有醫師建議您接受乳癌篩檢？  □(0)否    □(1)是 

5.過去二年內是否曾有收到衛生單位建議您接受乳癌篩檢的通知？  □(0)否  □(1)是 

6.您過去二年內是否曾參與乳癌篩檢？□否(0)（續答 6.1.） □是(1)（結束作答本問卷） 

 6.1.您對下列未曾參與乳癌篩檢原因的同意程度為何？請您以圈選的方式填答下列問

題。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1.1.我擔心做乳癌篩檢會傷害我的乳房。 1 2 3 4 5 

6.1.2.因為要脫衣服露出我的乳房，所以我不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6.1.3.我覺得做乳癌篩檢很尷尬。 1 2 3 4 5 

6.1.4.我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去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6.1.5.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感到疼痛 1 2 3 4 5 

6.1.6.我相信做乳癌篩檢會暴露身體而覺得不好意思。 1 2 3 4 5 

6.1.7.工作太忙會讓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6.1.8.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6.1.9.罹患乳癌沒人照顧會讓我不想做乳癌篩檢。 1 2 3 4 5 

6.1.10.乳癌篩檢費用負擔太高。 1 2 3 4 5 

6.1.11.住家附近沒有可以提供乳癌篩檢的醫療院所，所以我不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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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乳癌篩檢。 

6.1.12.未曾參與乳癌篩檢的其他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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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評估問卷 

  

 

111 年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 

 

親愛的朋友 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參與撥空填寫此份問卷。這是一份由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我國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之流行病學研究」計

畫所設計的學術研究調查問卷。 

本計畫目的主要是希望能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金融從業人員對乳癌篩

檢的認知、態度及行為等相關因素。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及勞工，

俱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提供政府未來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 

這份問卷沒有所謂對或錯，請您依照您個人的情況據實回答所有的問題，

且為無記名。在資料處理的過程中，我們是以全體的資料，而非個別的資料來

進行分析，所有的資料均採用電腦處理，絕對不會讓您的資料曝光，請您安心

填寫。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敬祝 工作安全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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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之流行病學研究」調查 

                                                問卷編號：□□□□ 

                                                                                                      

一、基本資料：(本部分除了第 19.1 題為複選，其餘均為單選，請您在適當位置勾選或

填寫) 

1.您的出生日期是：民國       年      月 

2.您最近一次測量的身高約為：       公分；體重約為：       公斤 

3.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中畢業(含以下)  □(2)高中職畢業    □(3)大學畢業     □(4)研究所畢業及以

上 

4.過去 6 個月中您所有同住家庭成員的平均每個月總收入約為： 

  □(1)5 萬元以下       □(2)5 萬元-10 萬元  □(3)10 萬-15 萬元  □(4)15 萬元以上 

5.您目前的居住地為：        市(縣)        鄉(鎮、市、區)，已經在此地約住      年 

6.您到目前為止居住最久的地方為：        市(縣)        鄉(鎮、市、區)，約住      

年 

7.您現在的婚姻狀況為：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8.您是否曾經規律吸菸(每天至少 1 根，至少持續六個月)？ 

  □(0)否，從不吸菸  □(1)是，目前一天約     支  □(2)是，過去曾經吸菸但目前戒菸 

9.您是否有規律喝酒的習慣(每週達 150c.c.(一個紙杯的容量)之 3.5%(如啤酒)以上酒精攝

取，至少持續六個月)？ 

  □否(0)      □(1)是，目前仍持續喝酒      □(2)是，過去有持續喝酒但目前已經戒酒 

10.您是否有規律性每週至少 1 次的運動？  □(0)否   □(1)是，每週     次，每次     

分鐘 

11.您最近 1 個月內出外用餐(外食)的次數為何？ 

□(1)1 個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3 次 □(4)每週 4-6 次 □(5)幾乎每天 

12.您最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如炸雞、雞排、薯條、臭豆腐等)為主餐的次數為何？  

□(1)1 個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3 次 □(4)每週 4-6 次 □(5)幾乎每天 

13.您最近 1 個月以紅肉(牛、豬、羊等)為主菜的次數為何？  

  □(1)1 個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3 次 □(4)每週 4-6 次 □(5)幾乎每天 

14.您的初經年齡(實足歲數)為：     歲 

15.您目前是否仍有月經？ 

□(0)否，停經年齡(實足歲數)為：     歲(續答 15.1.)    □(1)是(跳答 16.) 

 15.1.您停經後是否有服用女性荷爾蒙藥物？(續答 16.)  □(0)否     □(1)是，服用     

年 

16.您的生產史為何？  □(0)未曾生產(跳答 17.)     □曾生產過(1)(續答 16.1.-16.3.) 

 16.1.您總共生幾個小孩：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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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您第一次生產年齡(實足歲數)為：     歲 

 16.3.您是否至少有 1 胎且持續 1 個月親自哺餵母乳？(續答 17.)  □(0)否   □(1)是 

17.您是否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荷爾蒙藥物(避孕藥或停經後

女性荷爾蒙)？ □(0)否，不曾服用 □(1)否，曾服用但未達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

上 □(2)是 

18.您是否曾經被醫師診斷罹患乳癌？   □(0)否         □(1)是，診斷時間：民國       

年 

19.就您所知，您的女性親人中，是否有人曾罹患乳癌？  □(0)否(跳答 20.)  □(1)是(續答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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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您哪些女性親人曾罹患過乳癌？(可複選，續答 20.) 

  □(1)祖母/外祖母   □(2)母親   □(3)阿姨/姑姑   □(4)姊姊/妹妹   □(5)姪女/外甥女 

20.您目前任職的金融行業為           銀行          分行；服務的年資為：      年 

21.您最近 6 個月的主要工作類型：  □(1)固定日班(08:00-16:00)  □(2)固定晚班(16:00-

24:00)  □(3)固定夜班(00:00-08:00)       □(4)輪班   □(5)兼職   □(99)其他(請說明)            

22.您目前的職務類型為： 

  □(1)辦事員(行員) □(2)客服人員  □(3)理財專員  □(4)金融商品企劃人員 □(5)法務人

員 
  □(6)資訊人員    □(7)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  □(99)其他(請說明)            

23.您在目前的職務服務約為       年 

24.您覺得過去一個月您的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嗎？ 

  □(0)從來沒有(0%)       □(1)不常有(25%)           □(2)一半有一半沒有(50%) 

□(3)很常有(75%)      □(4)一直都有(100%) 

25.整體而言，您對現在的工作感覺滿意嗎？ 

  □(1)不滿意      □(2)不太滿意      □(3)普通        □(4)滿意       □(5)很滿意 

 

二、乳癌篩檢【知識(Knowledge)】請您依對「乳癌篩檢」的認識，以打勾的方式填答下

列單選題。 

題目 錯 對 

1.早期的乳癌，大部分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2.沒有任何事可以改變自己會得到乳癌的命運。   

3.曾哺餵母乳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4.曾生育過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5.家人曾經得過乳癌的人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6.已經停經的女性比較不會得到乳癌。   

7.規律服用荷爾蒙藥物(避孕藥或停經後女性荷爾蒙)者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8.乳頭有異樣分泌物為乳癌的臨床症狀。   

9.定期的乳房自我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的目的。   

10.做乳房超音波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1.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身體的益處是大於對身體的風險。   

12.由醫師做乳房觸診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3.政府有提供 45-69 歲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4.政府有提供 40-44 歲二等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

檢查。 
  

15.政府提供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為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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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乳癌篩檢【態度(Attitude)】請您依對「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看法，以圈選的方

式填答下列單選題。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去做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 
1 2 3 4 5 

2.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規律運動、健康飲食)，我不覺得

需要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3.我自己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再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4.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我而言是安全的。 1 2 3 4 5 

5.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我而言是需要的。      

6.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以讓我掌握乳房健康狀況。 1 2 3 4 5 

7.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能夠得到乳癌相關醫療資訊。 1 2 3 4 5 

8.即使每次乳房自我檢查都正常，我也應該持續做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 
1 2 3 4 5 

9.我相信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早期發現異常。 1 2 3 4 5 

10.您對下列阻礙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原因的同意程度為何？請以圈選方式填答下列

問題。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0.1.我擔心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傷害我的乳房。 1 2 3 4 5 

10.2.因為要脫衣服露出我的乳房，所以我不想做乳房X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3.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我不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 
1 2 3 4 5 

10.4.工作太忙讓我沒時間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5.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6.罹患乳癌會影響我的生活，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7.費用負擔太高，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8.住家附近沒有可以提供乳癌篩檢的醫療院所，所以我不想做乳

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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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乳癌篩檢【行為(Practice)】此部分是瞭解您的乳房篩檢行為，請依您實際情形填

答。 

(請在您確定的選項內打勾或填答，除了第 6 題為複選，其餘均為單選) 

1.您過去到目前為止是否曾經做過乳房自我檢查？ 

  □(0)否         □(1)是，但未定期檢查       □(2)是，自我定期檢查(每月至少一

次) 

2.您過去到目前為止是否曾經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跳答 3.)   □(1)是，但未定期檢查(續答 2.1.)    □(2)是，會定期檢查(續答

2.1.) 

2.1.您最近一次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的時間為：     年     月 

  2.2.您過去參加過幾次乳房超音波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2.3.您過去是否曾經自費參加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       □(1)是 

  2.4.您過去是否曾經參加勞工健康檢查去做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     □(1)是 

  2.5.您過去是否曾因醫師建議而去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       □(1)是 

3.您過去到目前為止是否曾經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從來沒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跳答 4.) 

□(1)是，曾經做過但沒有規律地每二年做一次檢查(續答 3.1.) 

□(2)是，曾經做過且規律地每二年做一次檢查(續答 3.1.) 

3.1.您最近一次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時間為：     年     月 

  3.2.您過去參加過幾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

上 

  3.3.您過去是否曾經自費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3.4.您過去是否曾經參加勞工健康檢查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

是 

  3.5.您過去是否曾因醫師建議而去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3.6.您過去是否曾因收到衛生單位通知而去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

是 

(問卷作答到此結束) 

4.過去是否曾有醫師建議您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5.過去是否曾有衛生單位通知您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6.您從來沒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資格。 

  □(2)我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3)我覺得我的乳房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4)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有參加。 

  □(5)工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6)交通不便/沒有交通工具可以讓我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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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不知道哪裡可以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8)我覺得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要脫衣服會很尷尬，所以不想參加。 

  □(9)我擔心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產生的輻射會影響乳房健康，所以不想參加。 

  □(10)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不想參加。 

  □(99)其它原因：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146 

 

附錄三 正式施測問卷 

   
111 年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 

 

親愛的朋友 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參與撥空填寫此份問卷。這是一份由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我國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之流行病學研究」計

畫所設計的學術研究調查問卷。 

本計畫目的主要是希望能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金融從業人員對乳癌篩

檢的認知、態度及行為等相關因素。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及勞工，

俱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提供政府未來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 

這份問卷沒有所謂對或錯，請您依照您個人的情況據實回答所有的問題，

且為無記名。在資料處理的過程中，我們是以全體的資料，而非個別的資料來

進行分析，所有的資料均採用電腦處理，絕對不會讓您的資料曝光，請您安心

填寫。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敬祝 工作安全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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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業勞工乳癌篩檢問卷調查之流行病學研究」調查 

                                                問卷編號：□□□□ 

                                                                                                      

一、基本資料：(本部分除了第 19.1 題為複選，其餘均為單選，請您在適當位置勾選或

填寫) 

1.您的出生日期是：民國       年      月 

2.您最近一次測量的身高約為：       公分；體重約為：       公斤 

3.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中畢業(含以下)  □(2)高中職畢業    □(3)大學畢業     □(4)研究所畢業及以

上 

4.過去 6 個月中您所有同住家庭成員的平均每個月總收入約為： 

  □(1)5 萬元以下       □(2)5 萬元-10 萬元  □(3)10 萬-15 萬元  □(4)15 萬元以上 

5.您目前的居住地為：        市(縣)        鄉(鎮、市、區)，已經在此地約住      年 

6.您到目前為止居住最久的地方為：        市(縣)        鄉(鎮、市、區)，約住      

年 

7.您現在的婚姻狀況為：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8.您是否曾經規律吸菸(每天至少 1 根，至少持續六個月)？ 

  □(0)否，從不吸菸  □(1)是，目前一天約     支  □(2)是，過去曾經吸菸但目前戒菸 

9.您是否有規律喝酒的習慣(每週達 150c.c.(一個紙杯的容量)之 3.5%(如啤酒)以上酒精攝

取，至少持續六個月)？ 

  □否(0)      □(1)是，目前仍持續喝酒      □(2)是，過去有持續喝酒但目前已經戒酒 

10.您是否有規律性每週至少 1 次的運動？  □(0)否   □(1)是，每週     次，每次     

分鐘 

11.您最近 1 個月內出外用餐(外食)的次數為何？ 

□(1)1 個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3 次 □(4)每週 4-6 次 □(5)幾乎每天 

12.您最近 1 個月以油炸食物(如炸雞、雞排、薯條、臭豆腐等)為主餐的次數為何？  

□(1)1 個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3 次 □(4)每週 4-6 次 □(5)幾乎每天 

13.您最近 1 個月以紅肉(牛、豬、羊等)為主菜的次數為何？  

  □(1)1 個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3 次 □(4)每週 4-6 次 □(5)幾乎每天 

14.您的初經(第一次經期)年齡(實足歲數)為：     歲 

15.您目前是否仍有月經？ 

□(0)否，停經年齡(實足歲數)為：     歲(續答 15.1.)    □(1)是(跳答 16.) 

 15.1.您停經後是否有服用女性荷爾蒙藥物？(續答 16.)  □(0)否     □(1)是，服用     

年 

16.您的生產史為何？  □(0)未曾生產(跳答 17.)     □曾生產過(1)(續答 16.1.-16.3.) 

 16.1.您總共生幾個小孩：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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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您第一次生產年齡(實足歲數)為：     歲 

 16.3.您是否至少有 1 胎且持續 1 個月親自哺餵母乳？(續答 17.)  □(0)否   □(1)是 

17.您是否曾規律地(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上)使用荷爾蒙藥物(避孕藥或停經後

女性荷爾蒙)？ □(0)否，不曾服用 □(1)否，曾服用但未達每月至少 1 次且持續 6 個月以

上 □(2)是 

18.您是否曾經被醫師診斷罹患乳癌？   □(0)否         □(1)是，診斷時間：民國       

年 

19.就您所知，您的女性親人中，是否有人曾罹患乳癌？  □(0)否(跳答 20.)  □(1)是(續答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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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您哪些女性親人曾罹患過乳癌？(可複選，續答 20.) 

  □(1)祖母/外祖母   □(2)母親   □(3)阿姨/姑姑   □(4)姊姊/妹妹   □(5)姪女/外甥女 

20.您目前任職的金融行業為           銀行          分行；服務的年資為：      年 

21.您最近 6 個月的主要工作類型：  □(1)固定日班  □(2)固定晚班  □(3)固定夜班       

□(4)輪班   □(5)兼職   □(99)其他(請說明)            

22.您目前的職務類型為： 

  □(1)辦事員(行員) □(2)客服人員  □(3)理財專員  □(4)金融商品企劃人員 □(5)法務人

員 
  □(6)資訊人員    □(7)主管(副理、襄理、協理、經理等)  □(99)其他(請說明)            

23.您在目前的職務服務約為       年 

24.您覺得過去一個月您的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嗎？ 

  □(0)從來沒有(0%)       □(1)不常有(25%)           □(2)一半有一半沒有(50%) 

□(3)很常有(75%)      □(4)一直都有(100%) 

25.整體而言，您對現在的工作感覺滿意嗎？ 

  □(1)不滿意      □(2)不太滿意      □(3)普通        □(4)滿意       □(5)很滿意 

 

二、乳癌篩檢【知識(Knowledge)】請您依對「乳癌篩檢」的認識，以打勾的方式填答下

列單選題。 

題目 錯 對 

1.早期的乳癌，大部分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2.沒有任何事可以改變自己會得到乳癌的命運。   

3.曾哺餵母乳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4.曾生育過的女性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5.家人曾經得過乳癌的人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6.已經停經的女性比較不會得到乳癌。   

7.規律服用荷爾蒙藥物(避孕藥或停經後女性荷爾蒙)者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8.乳頭有異樣分泌物為乳癌的臨床症狀。   

9.定期的乳房自我檢查可以達到早期發現的目的。   

10.做乳房超音波檢查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1.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身體的益處是大於對身體的風險。   

12.由醫師做乳房觸診對身體是有危險性的。   

13.政府有提供 45-65 歲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4.政府有提供 40-44 歲一等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

檢查。 
  

15.政府提供免費的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為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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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乳癌篩檢【態度(Attitude)】請您依對「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看法，以圈選的方

式填答下列單選題。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當我認為乳房健康狀況良好時，我不認為有需要去做乳房 X 光攝

影檢查。 
1 2 3 4 5 

2.當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規律運動、健康飲食)，我不覺得

需要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3.我自己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再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4.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我而言是安全的。 1 2 3 4 5 

5.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我而言是需要的。 1 2 3 4 5 

6.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可以讓我掌握乳房健康狀況。 1 2 3 4 5 

7.定期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能夠得到乳癌相關醫療資訊。 1 2 3 4 5 

8.即使每次乳房自我檢查都正常，我也應該持續做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 
1 2 3 4 5 

9.我相信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早期發現異常。 1 2 3 4 5 

10.您對下列阻礙參與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原因的同意程度為何？請以圈選方式填答下列

問題。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0.1.我擔心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傷害我的乳房。 1 2 3 4 5 

10.2.因為要脫衣服露出我的乳房，所以我不想做乳房X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3.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我不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 
1 2 3 4 5 

10.4.工作太忙讓我沒時間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5.交通不便會讓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6.罹患乳癌會影響我的生活，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7.費用負擔太高，所以我不想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10.8.住家附近沒有可以提供乳癌篩檢的醫療院所，所以我不想做乳

房 X 光攝影檢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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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乳癌篩檢【行為(Practice)】此部分是瞭解您的乳房篩檢行為，請依您實際情形填

答。 

(請在您確定的選項內打勾或填答，除了第 6 題為複選，其餘均為單選) 

1.您過去到目前為止是否曾經做過乳房自我檢查？ 

  □(0)否       □(1)是，但未定期檢查     □(2)是，自我定期檢查(每月至少一次) 

2.您過去到目前為止是否曾經做過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跳答 3.) □(1)是，但未定期檢查(續答 2.1.-2.5.) □(2)是，會定期檢查(續答 2.1.-

2.5.) 

2.1.您最近一次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的時間為：     年     月 

  2.2.您過去參加過幾次乳房超音波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2.3.您過去是否曾經自費參加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       □(1)是 

  2.4.您過去是否曾經參加勞工健康檢查去做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   □(1)是 

  2.5.您過去是否曾因醫師建議而去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 □(0)否  □(1)是(續答 3.) 

3.您過去到目前為止是否曾經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從來沒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跳答 4.-6.) 

□(1)是，曾經做過但沒有規律地每二年做一次檢查(續答 3.1.-3.6.) 

□(2)是，曾經做過且規律地每二年做一次檢查(續答 3.1.-3.6.) 

3.1.您最近一次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時間為：     年     月 

  3.2.您過去參加過幾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一次 □(2)二次 □(3)三次(含)以上 

  3.3.您過去是否曾經自費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3.4.您過去是否曾經參加勞工健康檢查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3.5.您過去是否曾因醫師建議而去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3.6.您過去是否曾因收到衛生單位通知而去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0)否□(1)是 

(問卷作答到此結束) 

4.過去是否曾有醫師建議您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5.過去是否曾有衛生單位通知您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0)否       □(1)是 

6.您從來沒有做過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我的年齡尚未達可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資格。 

  □(2)我會做乳房自我檢查，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3)我覺得我的乳房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4)公司的定期健康檢查沒有提供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的項目，所以沒有參加。 

  □(5)工作太忙讓我沒有時間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6)交通不便/沒有交通工具可以讓我去做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7)我不知道哪裡可以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8)我覺得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要脫衣服會很尷尬，所以不想參加。 

  □(9)我擔心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產生的輻射會影響乳房健康，所以不想參加。 

  □(10)參加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會感到疼痛，所以不想參加。 

  □(99)其它原因：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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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一場專家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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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二場專家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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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IRB 新案審查通過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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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IRB 修正案審查通過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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