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以人為本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為了提升院內的運動風氣，大林慈濟醫院健康促進小組舉辦

「大手牽小手、健康齊步走」親子健行活動，鼓勵同仁帶著家

人一起來運動………

◆ 臺中慈濟醫院復健團隊，替全臺首例罹患「惡性萎縮性丘疹病」的妮妮進

行復健治療，不僅是給予醫療協助，也帶給家屬心靈的膚慰……

◆	兒童節是孩子們最期待的節日，四月六日一早，臺北慈濟醫院同仁精心準

備了互動遊戲，還有需要的文具物資，前往忠義育幼院散播歡樂……

◆	四月八日一早，花蓮慈濟醫院的眼科義診團隊，前往七十公里外的萬榮

鄉，為六十位清寒學童，進行免費眼科檢查及配鏡服務………

◆	四月二十三日，關山慈濟醫院邀請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共同辦理「急診

暴力防治演練」，希望加強第一線人員對急診暴力事件的警覺性………

◆	玉里慈濟醫院與玉里鎮衛生所合作，開設「戒菸班」、「戒檳班」課程，

四月二十七日請顏慶仁中醫師教導以中醫療法減緩戒檳的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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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四月十八日

全家攜手來運動

重拾健康新生活

為提升院內的運動風氣，大林慈濟

醫院健康促進小組，在四月十八日舉辦

「大手牽小手、健康齊步走」親子健行

活動，鼓勵同仁帶著家人一起來運動，

藉著健走來聯絡感情與調劑身心。 

推動健康醫院

 從同仁運動做起

這次規劃的健走活動路線，從中正大

學景觀花園集合出發，沿著休閒步道，

經過明志亭、螢火蟲復育區、寧靜湖、

活動中心等景點，全程約八公里，步

行時間約需兩小時。由於報名參與的同

仁家屬有近兩百人，為了讓活動順利進

行，人力資源室幾乎全員出動，還招募

志工協助引導路線，就是希望大家都能

走得愉快、走得健康。

下午兩點半，陸續有同仁攜家帶眷

前來報到，看到完成報到還可領取擦汗

毛巾及抽獎卷，讓大家都直呼賺到了。

一開始由復健科蔡明倫帶領大家做「健

走舒展操」，為健走活動揭開序幕，全

程參與的大林慈院簡瑞騰副院長、林名

男副院長致詞時表示，同仁的健康就是

醫院的資產，大家要盡情享受春天的氣

息。

一馬當先的蔡明倫，由於平常就有運

動的習慣，因此八公里的健走對他來說

就像小菜一碟，抵達終點後還和小朋友

一起打球，等待其他人抵達。負責音控

的孫偉誠走在明倫旁邊，連續三年都有

健走活動吸引兩百多位同仁眷屬前來

參加，眾人在出發前開心合影留念。

健走前大家認真做暖身，避免造成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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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健走的他表示，今年增加寧靜湖的

路段，風景優美又非常涼快，很適合健

走，搭配適當的呼吸步調，讓人越走越

歡喜，一點都不累。

調整呼吸健走好

全家出動來運動

這次共有四十五個家庭報名參加，

服務於呼吸照護病房的賴玉婷，平常大

多輪值夜班，雖然這天是她難得的休假

日，但她和先生依舊把握機會來運動。

玉婷開心地說，平常都很難得見到陽

光，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來運動，感到

很健康也很高興。復健科吳佳儒也與先

生、婆婆，推著七個月大的孩子，一家

四口一起參加健走，沒想到竟然巧遇了

二十年沒見的鄰居兼同學，彼此都覺得

因緣真奇妙。

首次報名參加健走的房妤真，前兩

次健走活動都因生產而不便參加，這次

特別把握機會邀約全家共襄盛舉。一家

七口特地從臺南前來，爸爸與先生輪流

推著雙人座的嬰兒車，遇到障礙物時就

合力抬起嬰兒車通過，遇到較高的欄杆

時，同仁們也都紛紛上前協助，在大家

的幫助下順利走完全程。抵達終點後，

妤真笑著說，今天回家應該很好睡，這

次全家出遊除了增進家人間的情感與健

康，也加深了同仁間的友誼。

為了鼓勵同仁完成健走，健康促進小

組還準備了豐富的完賽禮及抽獎禮物，

看到有些家庭連續抽到三個大獎，大家

都直說「哇 !今天是眷屬日，好多眷屬
抽到獎項喔。」健走活動就在大家的歡

笑中順利結束，所有人都期待著下次活

動的到來，一起運動健走，維持健康人

生。(文／張菊芬  攝影／何姿儀 )

同仁攜家帶眷，在假日享受運動帶來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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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四月十五日

賣房為治罕病女

慈濟膚慰解困難

看著女兒努力撐著身子，用唯一能使

上力氣的左手，玩著玩具做物理治療，

不禁讓劉先生想起五個多月來女兒妮妮

(化名 )受到的苦，外表堅強的父親終
是忍不住心疼，流下兩行男兒淚。

二○一四年十一月，年僅五歲的妮

妮突然中風，臺中榮總醫師檢查發現

是罹患罕見的「惡性萎縮性丘疹病」，

造成腦血管阻塞導致中風癱瘓。這個罕

見疾病是全臺第一例，全世界也僅有不

到三百例，必須使用一劑二十萬的特殊

藥物治療，雖然漸漸有了起色，卻也造

成經濟極大負擔，劉先生還為此賣掉了

新買的房子，只為了幫女兒治病。

原本劉家寄望透過申請健保罕病給

付，緩解家庭經濟負擔，無奈回覆不如

預期。消息在媒體報導下，引發社會關

注，慈濟新社地區的訪視志工也立即前

往關懷，並迅速回報慈濟基金會社工，

立即提撥四十萬元，協助劉家解決醫療

費的燃眉之急。

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在臺中榮總

復健治療師的轉介下，妮妮來到臺中慈

濟醫院復健科蔡森蔚主任門診，經評

估後需要物理、語言與職能復健治療，

隔天馬上就開始進行物理復健的療程。

醫療團隊關懷  在家治療好安心

四月十五日一早陽光燦爛，臺中慈

院簡守信院長與蔡森蔚主任，及神經內

科郭啟中醫師一同前往劉家關懷，剛好

遇到妮妮的媽媽、阿公、阿嬤陪著妮妮

在門口曬太陽。

進到屋內，大家發現妮妮的病床和

陪伴床維持的十分乾淨，四周則整齊地

擺放了抽痰器、加濕器與照護的相關用

具，藥品也清楚安排在隨手可取的地

方。床對面放了書架，擺滿妮妮喜愛的

玩具與故事書，方便她想看、想玩時能

隨時取用，看得出一家人對妮妮的疼愛

與照顧。

妮妮的爸媽都是小學特教老師，目

前媽媽放下工作專職照顧女兒，只剩
簡守信院長與蔡森蔚主任、郭啟中醫師前往關懷

妮妮一家人，妮妮也熱情地和簡院長擊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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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爸爸一個人獨撐家計。簡院長親切

地跟妮妮打招呼，一面牽著小手，一

面詢問治療狀況、照顧細節，並與蔡

主任及郭醫師檢視使用的藥品。簡院

長認為目前妮妮沒有流口水，也不會

被口水嗆到，表示咽喉狀況不錯，應

該還在進步。

有孩子緣的簡院長和妮妮打成一片，

她不但對簡院長比讚，還比出左手食指

和院長玩起點點手指頭的遊戲。媽媽透

露，妮妮最喜歡吃荷包蛋，一聽到荷包

蛋，妮妮立刻伸手比出「YA」，媽媽
說那是她想吃兩顆蛋的意思。簡院長告

訴妮妮：「我也會煎荷包蛋喔！以後我

煎給你吃，好不好？」沒想到妮妮卻搖

頭。簡院長又問：「還是你想吃媽媽煎

的荷包蛋？」妮妮立刻點頭，大家哈哈

大笑，妮妮自己也笑了，氣氛頓時輕鬆

起來。

在醫療團隊即將離開時，疼愛孫女

的阿公不斷感謝大家來看妮妮，也感謝

慈濟志工的陪伴與協助。罹患糖尿病的

阿公，在閒聊時透露最近小腿皮膚搔癢

不止，擦凡士林都沒改善，簡院長聽聞

也馬上請阿公下次陪妮妮復健時，順便

到門診讓他檢查。

循序漸進治療  貼心陪伴復健路

四月十六日下午，妮妮在家人的陪伴

下來到兒復中心，準備開始進行語言治

療。蔡主任表示，希望妮妮學習吞嚥動

作後，有朝一日可以拔掉鼻胃管自己進

妮妮回到臺中慈院復健時，

簡守信院長特別前來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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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未來再透過職能治療，訓練妮妮做

比較精細的動作。聽到妮妮來到醫院，

簡院長特地前來探視，妮妮一見到簡院

長，立刻比出「YA」，簡院長很有默
契的回應「喔！兩顆荷包蛋」讓妮妮開

心笑了。趁著妮妮進行語言及物理治療

時，阿公也隨著簡院長至門診進行檢

查。

「對！很好！慢慢來！」語言治療

師拿滴管把柳橙汁擠進妮妮嘴巴，一

面做吞嚥的聲音和動作引導她喝果汁。

不過才吞了一口，很有主見的妮妮就搖

頭不要了。但換成布丁時，妮妮的反應

就不同了，急著伸手抓布丁，想吃東西

的意願很強烈。而妮妮也在爸媽協助下

慢慢的吃了兩口，語言治療師則仔細在

旁確認，檢查是否每一口都完整吞嚥，

初步推測只要能持續練習，未來吞嚥功

能應該會更加進步。

完成語言及物理復健，阿公也看完

診回到兒復中心，對院長體貼的診療不

斷稱讚。復健治療過程漫長，病患及家

屬的配合度都十分重要，也期盼在臺中

慈院醫療團隊的協助下，妮妮能儘快恢

復健康。（文、攝影／馬順德）

物理治療師用玩具引

導妮妮進行復健。

語言治療師張純菁仔細觀察妮妮吞嚥的動作，

確保復健治療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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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四月六日

兒童節散播歡樂

育幼院童樂開懷

兒童節是孩子們最期待的節日，為

了讓忠義育幼院的孩子度過開心的一

天，臺北慈濟醫院同仁精心準備了互動

遊戲，還有育幼院需要的文具、手套、

急救包、退熱貼、防蚊液等物資，在四

月六日一早前往育幼院散播歡樂，看

見醫生叔叔、護理師阿姨來關懷大家，

讓小朋友們都開心不已。

不僅提供醫療  更要帶來快樂

臺北慈院關懷忠義育幼院，除了在

醫療上給予幫助，今年農曆過年更邀請

院生前來醫院圍爐，彼此奠定了深厚

情感。為了在兒童節給他們一個驚喜，

趙有誠院長、復健科醫師、五 B護理
同仁及社服室社工，精心準備蘋果、拼

圖與黏土和小朋友們同樂，醫生叔叔化

身為最佳玩伴，有人陪著孩子玩黏土拼

圖、學寫注音，有人則是拿著故事書念

給小朋友聽，房間內充滿歡樂的笑聲。

平時協助治療的復健科邱佳儀醫師，

過去曾來過忠義育幼院兩次，這回再次

見到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彷彿將工作壓

力一掃而空，邱醫師表示，「工作忙碌

之餘，能有機會陪伴小菩薩，真的很難

得，尤其可以帶著他們玩遊戲、聽故

事，更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

在活動當中，也有兩位生面孔的醫

師，原來這天是他們剛來報到的日子，

在趙院長的邀約下參加，雖然是初次參

與團隊活動，但兩人和孩子們打成一

片，十分開心。解剖病理科林志恭醫師

表示，過去只要有空，他都會參與一些

志工活動，沒想到剛來臺北慈院報到，

就有機會來關懷育幼院的兒童，如此有

意義的活動，期待日後還能繼續加入。

醫護同仁將平日的關愛，付諸為實

際行動，讓孩子們感受到臺北慈院對他

們的呵護，期許未來彼此間更加緊密，

讓這份情緣繼續傳承下去。(文／葉怡
君  攝影／顏天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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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四月八日

萬榮鄉眼科義診

為近視孩童配鏡

四月八日一早，花蓮慈濟醫院眼科、

社會服務室、眼鏡部外包廠商得恩堂眼

鏡，以及慈濟東區人醫會共同組成的眼

科義診團隊，滿載祝福的前往七十公里

外的目的地―花蓮縣萬榮鄉，準備為就

讀於萬榮國中、萬榮國小、長橋國小、

明利國小等四所學校的六十位清寒學

童，進行免費眼科檢查及配鏡服務。

偏鄉就醫不便

學童視力亟需協助

「孩子們來不了醫院檢查，那我們

就去找他們吧！」花蓮慈院眼科李原

傑主任感嘆孩子們長期飽受視力模糊

之苦，卻礙於交通、家庭等因素而無

法到醫療院所做進一步治療，特別來

到萬榮國中活動中心義診。小而精巧

的五人團隊，快速有默契的布置場地，

李原傑主任也把握時間，在陳宥成技

術員與四位校護的協助下，先為學生

們點散瞳劑，排除假性近視的可能。

萬榮國中校護王慧英表示，由於當

地普遍有隔代教養等家庭因素，即使

學校檢查出學童有近視症狀，孩子們

卻不一定會進一步檢查，加上萬榮鄉

只有一家眼鏡行，礙於經濟因素、方

便性與美觀，孩子們往往在路邊攤購

買度數不吻合的隱形眼鏡或瞳孔放大

片配戴，因此經常出現眼睛發炎甚至

角膜受傷的狀況。

今年三月明利國小和花蓮慈院聯繫，

商討義診合作和免費學童配鏡的可能

性。李原傑知道學童狀況後，主動表

示希望能為更多的學生服務，透過校

護間的相互聯繫，最後增加萬榮國中、

花蓮慈院眼科義診團隊，一早前往萬榮鄉替清

寒學童進行免費眼科檢查及配鏡服務。

眼科陳宥成技術員事先為學生們點散瞳劑，以

利後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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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榮國小、長橋國小共六十位學生，得

恩堂眼鏡則是贊助提供免費眼鏡，一同

協助孩童。

義診現場就像是小型眼科中心，快

速且精確的完成所有檢查，顏玉惠社工

師負責掛號櫃台、陳宥成技術員負責驗

光、最後再由李原傑主任問診。李主

任親切地問診方式就像對待自己的孩

子般，不時能看到李主任輕輕的拍著孩

子們的頭，不厭其煩的叮嚀眼睛保健方

式。經過診斷評估，需要配戴眼鏡的學

童，再到配鏡區，由得恩堂眼鏡黃菘尉

專員為每位學生挑選最適合的眼鏡。

「有了這副眼鏡後，終於能看清楚黑

板了 !」就讀萬榮國小四年級的小虹開
心地說著。看電視、滑平板是小虹下課

後最大的興趣，兩年前她發現視力逐漸

下滑，看東西越來越模糊，即使換到教

室第一排的座位，仍然看不到老師寫在

黑板上的文字。經過詳細檢查，發現小

虹近視已接近兩百度，必須配戴眼鏡，

最後她選了一副最喜歡的黑框眼鏡，開

心期待眼鏡的到來。

李主任表示，大量使用科技產品，

是學童視力衰退的主因。學童中除了三

位有弱視症狀，必須轉介醫院進一步

治療，近視度數較為嚴重的三十位學

童也已配置眼鏡矯正，其他孩童則屬於

假性近視，只要使用散瞳劑治療即可。

得恩堂眼鏡表示，這幾天將努力趕工，

預計兩個星期就能將眼鏡寄送給校方

交給學生。

預防勝於治療，正確的衛教觀念更

重要。眼科李原傑主任最後也再次提醒

學童護眼五守則，因為眼睛是陪伴每個

人一輩子的靈魂之窗，希望孩子們平常

都能好好照顧。(文、攝影／魏瑋廷）

花蓮慈院眼科李原傑主任仔細檢查每位學童的

視力狀況。

李原傑主任把握時間教導學童正確的眼睛保健

觀念，以及護眼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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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四月廿三日

拒絕急診室暴力

醫護志工總動員

急診暴力事件頻傳，加上許多人的錯

誤觀念，把急診當作「快速門診」，往

往缺乏耐心等候。根據衛福部統計，平

均每二點四天就會發生擾亂醫院急診秩

序，或妨礙醫療業務執行的暴力事件，

且該數據未包含許多沒通報的言語暴力

案件，顯現醫療院所「防暴」措施的重

要性。

為了維護醫療人員安全以及就診病患

的權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關山慈濟

醫院邀請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共同辦

理「急診暴力防治演練」，加強第一線

人員對暴力事件的警覺性。演練範圍包

含啟動警民連線機制、請求現場支援、

病患安撫、場地復原、通報蒐證、設備

毀損預估及員工關懷輔導等相關機制。

逼真情境演練  從中學習應對

演練情境是飾演病患的李金招師姊，

在家屬陪同下至關山慈院急診室要求注

射嗎啡止痛。過程中，病患不斷催促醫

護人員加快動作，還大聲嚷嚷藥物無

效，家屬質疑院方的醫療處置，心急之

下便開始對醫護人員咆哮，甚至摔毀診

療桌的鍵盤，並揚言要告知媒體。醫護

人員趕緊按壓警民連線，請求現場支

援，附近同仁一聽到廣播，立即前往急

模擬情境中，扮演家屬

者情緒激動，不但對醫

護人員咆哮，更怒砸鍵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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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室協助，行政總值也前往了解，最

後警方抵達將滋事民眾帶離，才解除狀

況。

演練結束後，管理室召集各單位同

仁，檢視應變流程有無改進之處。護理

部古花妹督導提出，考量醫護人員安

全，櫃檯人員是否有廣播「霹靂一號」

之必要，因為可能造成圍觀人群增加，

也容易激怒滋事人員，但也有同仁認為

能發揮嚇阻作用，因此是否取消廣播仍

有待商榷。藥劑股徐賢錦股長也建議，

可調閱曾經發生過的滋擾事件畫面，播

放給同仁了解真實情境，除了讓同仁學

習緊急應變處置，也能作為未來模擬劇

本的參考。

急診室需要面對各式各樣的病人，

依照輕重緩急給予適當醫療處置，然而

醫護人員與家屬立場不同，往往會因誤

會而產生衝突。潘永謙院長感恩慈濟志

工在醫院扮演協調與安撫的角色，減輕

同仁工作上的壓力，院長最後也提醒同

仁，「良好的溝通」與「溫和的語氣」

才是預防暴力發生的重要關鍵，期待大

家一起努力。(文、攝影／陳慧芳 )

潘永謙院長與志工合力安撫激動的家屬。

演練結束後，關山慈院管理室

召集各參與單位共同檢討流

程，找出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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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四月廿七日

穴道按摩緩不適

戒菸戒檳有妙招

癌症是國人十大死因之首，尤其口腔

癌更是高居癌症死因第五位，為了守護

鄉親健康，玉里慈濟醫院除了積極推動

口腔癌篩檢，也與玉里鎮衛生所合作，

深入部落推動戒菸減檳，並於四月份開

始在玉里鎮春日部落開設「戒菸班」、

「戒檳班」課程，連續四週教導學員認

識菸檳對健康的危害，進而減少對菸檳

的依賴，成功戒除壞習慣。

有別於傳統的戒檳宣導課程，四月

二十七日的戒檳班課程，不但加入中醫

戒菸減檳的新創意課程，還贈送每位學

員一瓶「中藥漱口水」。請來玉里慈院

中醫科顏慶仁醫師，教導學員如何透過

中醫療法來減緩戒檳過程的不適，降低

對尼古丁和嚼食口慾的依賴，聞所未聞

的方法，讓所有學員都覺得相當新奇又

有趣。

顏慶仁醫師分享，目前全臺檳榔嚼食

率最高的前兩名就是臺東和花蓮，以中

醫的觀點來說，抽菸、嚼檳榔對健康都

是百害而無一利，而且長時間購買花費

的金錢也很可觀，及早戒除這些壞習慣

才是上上之策。

顏醫師指出，由於長期嚼食檳榔會造

成許多口腔疾病，而使用中藥材熬煮而

成的漱口水，具有清熱解毒與消炎的功

效，可以減緩戒除菸檳者的口腔不適並

改善口腔健康。當學員了解到「中藥漱

口水」這份特別禮物，竟然有如此神奇

的功效，紛紛詢問醫師如何在家製作，

顏慶仁醫師替黃阿嬤貼耳豆改善睡眠品質，回

家後果然一覺到天亮，讓阿嬤直說希望顏醫師

再來上課。

四月二十七日的戒檳班課程，特別邀請顏慶仁

中醫師分享如何減緩戒斷過程中的不適，提高

戒除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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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自己以後要多漱口、少抽菸、少吃

檳榔。

考量在戒除菸檳的過程中，有許多人

因為戒斷時產生的不適而放棄，顏醫師

也現場教導如何透過按壓穴道，來提高

成功戒除的機會。例如在拇指弧口下方

有一處「合谷穴」，主要掌管五官的疾

病，可以改善頭痛、牙齒痛、眼睛痠澀、

視力模糊等症狀，若是因為沒有抽菸或

吃檳榔而產生這些症狀時，就可以按壓

這個穴道來減緩不舒服的情形；另外，

在膝蓋下方約四指寬的「足三里穴」，

則是可改善疲勞、虛弱和腸胃的問題。

除此之外，課程中還教導學員如何

「DIY耳豆」。顏醫師表示，透過耳
豆的使用，可以輔助持續按壓耳朵的

穴道，如刺激穴道的「飢點」和「渴

點」，可以減緩對嚼檳榔的依賴性，按

壓「胃」的穴道，則可以舒緩因嚼食檳

榔所造成的胃部不適。除了開班授課以

外，玉里慈院也提供全程免費的「戒菸

門診」，期待鄉親一起營造健康人生。

(文、攝影／陳世淵 )

學員們好奇地看著手上的中藥漱

口水。

顏慶仁醫師教導學員認識足三里穴，可以

改善疲勞、虛弱和腸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