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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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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髮族大腦保健 ‧樂齡闖關桌遊 PK賽」在玉里靜思堂熱鬧

展開，有大腦健康檢測、桌遊活動，讓長者動動腦，也親手

製作環保樂齡教具……

◆��花蓮慈濟醫院進行「保骨大作戰－骨質疏鬆健康衛教週」啟動儀

式，為民眾進行骨質密度篩檢，現場教導四招保骨妙法……

◆��大林慈濟醫院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失智症據點一周

年，邀長輩親自上臺表演，展現學習成果……

◆��臺北慈濟醫院兒科部舉辦一年一度的「早產寶寶童樂會」，二十

多位早產寶寶及爸爸媽媽回到醫院來，有闖關有表演，最重要的

是顧健康……

◆��臺中慈濟醫院跨十四個醫療單位、動員逾六百人次，九十天的時

間，救回一個病人……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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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十二月一日

銀髮動腦桌遊　樂活防失智

在花蓮縣衛生局、慈濟基金會、玉里

慈濟醫院共同主辦下，位於玉里靜思堂

內的玉里慈院健康促進中心舉行「銀髮

族大腦保健‧樂齡闖關桌遊 PK賽」，
當天現場除了大腦健康檢測、多項桌

遊及預防失智宣導講座，也帶領長者運

用腦力、眼力及手力製作簡易環保樂齡

教具，並且實際體驗教具運用在日常生

活及桌遊活動，讓高齡長者及社區民眾

體驗大腦體操及激發腦力、儲存腦本，

邁向樂活之人生。

因有研究發現「桌遊」能夠讓長者

訓練觀察力、注意力及反應力，進而預

防或延緩認知退化，減少失智症發生，

所以此次活動也充分利用桌遊讓老人

家參與。

活動最後，由巫佩陵營養師分享如何

葉雲鑑護理師引導長輩透過彩繪

瓶身讓視覺、觸覺同時並用。

歐欣怡護理師與郭念庭護理師協助高齡長者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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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飲食來預防失智症上身，其中「地

中海飲食」是很受現代營養學推薦的一

種飲食模式，源自於一九四○到一九五

○年代環地中海地區及國家的傳統飲

食型態。其以大量橄欖油、豆科植物、

天然穀物、水果和蔬菜為重要特色。巫

佩陵強調，想要預防失智症上身的關鍵

就在於養成均衡飲食的生活習慣。而其

中效法地中海周遭國家，大量攝取橄欖

油、天然穀物、蔬果等食物的「地中海

飲食」方式就是很好的選擇。大家認為

失智是無可預防及挽救的退化性疾病，

其實只要養成充足睡眠、健康運動、均

衡飲食少吃加工食品、多吃蔬果的好習

慣，就算已罹患失智，也能有效延緩腦

部退化。（文、攝影／張汶毓）

玉里慈濟醫院林志晏副院長詼諧的談話，和長輩們互動熱絡。

玉里慈濟醫院巫佩陵營養師向長

輩分享「地中海飲食」的優點。



花蓮
十二月二十四日

保骨大作戰
四招對抗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症是人老化後最常見的骨

骼疾病之一，對停經後婦女來說更是健

康問題上的隱形殺手。二十四日上午九

點，花蓮慈濟醫院骨科部陳英和名譽院

長帶領骨科部團隊吳文田主任、骨質疏

鬆照護中心葉光庭主任、姚定國醫師，

以及高齡醫學中心羅慶徽副院長、老年

醫學科主任高聖倫進行「保骨大作戰－

骨質疏鬆健康衛教週」啟動儀式，免費

為民眾進行骨質密度篩檢，同時透過骨

鬆講座，盼能喚醒全民對骨鬆的重視。

骨頭的骨質自出生後會隨著年紀而

增加，三十五歲以前達到最高峰，之後

即逐漸減少，女性在停經後，骨質原

本緻密的骨頭變成中空疏鬆。骨質疏

鬆照護中心主任葉光庭表示，由於骨質

疏鬆無明顯症狀，容易被輕忽，像是在

診間經常遇到婦女平時身體狀況穩定，

但一不小心走路跌到、屁股著地造成髖

關節骨折、彎腰抱小孩造成脊椎壓迫性

骨折、打個噴嚏造成脊椎骨折等，才知

道自己骨質疏鬆。

現場參加的許多民眾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自己有沒有骨質疏鬆。七十八歲

的李女士，得知花蓮慈院舉辦骨質疏

鬆健康衛教周活動，一早就到院報到，

接受超音波骨密機檢查，才發現骨質

＞＞慈濟
醫療誌＞＞

 

人醫心傳2019.180

花蓮慈院骨科部陳英和名譽院長(左二)帶領骨科部團隊吳文田主任(右

三 )、骨質疏鬆照護中心葉光庭主任 ( 右一 )、姚定國醫師 ( 右二 )，以

及高齡醫學中心羅慶徽副院長 ( 左三 )、老年醫學科主任高聖倫 ( 左一 )

進行「保骨大作戰－骨質疏鬆健康衛教週」啟動儀式。



密度已經坐落在 -2.36(骨密度 >-1為
正常值 )，讓她不敢再輕忽骨頭健康。
接受骨質疏鬆特別門診衛教後，李女

士開心地表示，透過專業醫師的評估

及診斷，了解自己的骨質密度、及早

介入運動和飲食的管理，這樣才能健

康活到老。

正常的骨密度應該大於 -1，若是介
於 -1與 -2.5之間，表示有骨質流失的
狀況；小於 -2.5就很可能有骨質疏鬆
的問題。葉光庭醫師表示，衛福部公布

資料顯示，老人髖骨骨折後，約四成

無法恢復行走能力，約兩成在六個月內

死亡，而發生第二次骨折的機率高達一

半，但因骨鬆症狀難以察覺，往往在跌

倒造成骨折後才前往就醫，影響生活品

質，也易造成難以挽回的遺憾。

陳英和名譽院長現場也與民眾分享

「保密防跌」顧骨本四招。保密就是存

骨本，建議四十五歲以上的民眾，約一

至兩年應定期接受骨密度檢查，尤其是

已停經的婦女應多攝取鈣質食物，如：

牛奶、豆製品、杏仁、綠色蔬菜等，同

時別忘記多曬太陽，增加維生素 D3吸
收；在居家環境也需要多用心，加強防

跌措施；最後則是接受適當用藥，對

抗流失治療等，才能有效提升骨品質，

避免骨鬆變骨折。

治療骨鬆除了藥物治療之外，運動

與營養等非藥物治療對於增肌強骨也

有非常顯著的成效。姚定國醫師說，

要保骨本「補充鈣質與維生素 D」很重
要，最好的方式就是規律運動與早睡早

起的生活型態，飲食中選擇富含鈣質的

乳製品，避免攝取過多茶類、咖啡等，

如果是茹素者，也可以透過海帶芽等深

色蔬菜來補充。

從二十四日起一連五天的活動，每天

早上都安排專科醫師進行衛教說明，現

場還有骨質密度檢測，尤其是針對五十

歲以上的停經女性以及六十五歲以上

的男性等高風險族群，如果發現有骨質

疏鬆症狀，就可以直接為民眾安排骨質

疏鬆特別門診。（文、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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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五十歲以上的停經女性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男性等高風險族群進行骨質密度檢測。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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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十二月十七日

長照中心慶周年
長者展成果

大林慈濟醫院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及失智症據點成立滿一周

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醫院大

廳舉辦成果展，除了展出老人家的手

工藝作品外，也邀請長輩們上臺表演，

展現學習成果。大林慈濟醫院長期照

顧服務中心主任林名男副院長表示，

希望藉由成果展與大眾交流互惠，促

進社區、家屬及團隊彼此間的聯繫與

情誼。

一連三天上午，在大林慈院大廳舉

辦長照中心成果發表會，第一天上午

由明華日照中心、溪北失智據點及大

林環保站等五十多位長者們登臺表演，

明華日照中心的長者們大聲齊唱大家

耳熟能詳的〈農村曲〉，個個精神奕奕；

溪北失智據點長者們演唱逗趣的〈來

去臺東〉；而大林環保站的長者們則

表演〈感恩的心〉手語，並邀請現場

的主管們一起同樂。明華日照中心的

王阿嬤開心地表示，加入日照中心一

年，老師會教大家唱歌、和家人說好

話，覺得很快樂，家人也覺得很溫馨。

林名男副院長表示，嘉義縣、雲林

縣是全臺灣最老的第一、二名縣市，

大林慈濟醫院除了提供生病的老人家

醫療服務之外，對於有居家服務需要

大林慈濟醫院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

失智症據點成立滿一周年，長者說在日照中心很

開心也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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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親也提供長照服務，從去年 (二○
一七 )開始申請國家長照 2.0及失智共
同照護服務計畫，其中長照 2.0提供
從醫院出院或社區在地的老人家，一

般的居家家事服務之外，並有專業的

居家服務，如居家醫療、居家復健等，

由醫院的同仁提供在宅或社區據點的

照顧，對雲嘉的老人家提供更完整的

服務。

大林慈院在社區長照 2.0服務，包
括嘉義縣大林、梅山、溪口，以及雲

林縣的西螺及斗南等五個 A據點，據
點設有個案管理師，目前有二十四位

居家服務員，若是老人家有打掃、煮

飯、洗澡、陪伴等需求，可到個案家

中提供服務，目前約服務一百七十位

個案的生活需求。另外有八個失智症

據點及一個失智共照中心、八個巷弄

長照站，以及一個日間照護中心，幫

助許多長者減緩失能惡化的速度，也

減輕許多家屬的照顧負擔。

林名男指出，同仁在各據點提供老

人家做手工藝等預防失智、延緩失能

的課程，在年終時，有機會讓他們分

享在據點的學習成果，包括在環保站

用回收資源做的小飾品等，對老人家

有鼓勵作用，讓他們感受到雖然年紀

大了，但只要經過努力，仍然能夠做

出很好的東西與大家分享。（文、攝

影／黃小娟）

大林環保站的長者們表演〈感恩的心〉手

語，林名男副院長 (左三 )、曹汶龍醫師 (左

四 ) 也一起上臺。



臺北
十二月十五日

早產寶寶回娘家
醫護團隊共享樂

一早，原本入冬寒冷的天氣，難得

露出些許暖陽，一群滿心期待的爸爸

媽媽和早產兒寶寶，歡喜來到臺北慈

濟醫院參加兒科部舉辦的一年一度早

產寶寶童樂會，共有二十多位早產寶

寶及爸爸媽媽參加。

黃思誠副院長感恩每一位爸爸媽媽

和早產寶寶們，祝福寶寶健康平安快

快長大，鄭敬楓副院長看到有這麼多

人踴躍參與，很開心有機會和大家一

起同樂，也感恩婦產部與兒科部團隊

守護每位新生兒生命。蔡立平主任今

日有門診，仍撥空前來參與童樂會，

見見老朋友與新朋友，祝福每一位寶

寶。

新生兒科趙露露主任說：「看到寶

寶們回來，就是最開心的一件事，相

信爸爸媽媽也是一樣的感受，透過童

樂會活動，讓爸爸媽媽及寶寶和醫護

臺北慈濟醫院早產寶寶童樂會。攝影／范宇宏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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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交流，分享衛教新知和照護心得，

也藉由團隊巧思設計的闖關，讓寶寶

開心的運動，歡喜的成長」。蘇一宇

醫師補充：「守護這些寶寶的未來，

就是兒科醫師最大的成就，看到大家

回來，內心充滿著歡喜」。

醫護團隊設計統合活動，坐雪橇採

水果，包壽司彈跳床，量測身高體重，

烘焙小站，健康小站等關卡，每一關

卡都精心設計，透過闖關活動，增加

身體接觸的刺激發展，並促進親子關

係，訓練寶寶身體平衡感。營養師特

別準備燕麥餅乾，並備了堅果類、莓

果，除了容易有飽足感之外，食材可

以增加抗氧化能力及護眼效果。

可勳、可霏媽媽分享著：「三十一

週時就生下了他們，當時只有一千多

克，現在已經兩歲兩個月了，感謝李

裕祥主任和醫護團隊無微不至的在身

旁照顧，現在長大了，但醫護團隊還

記得他們，很窩心。」

宜辰、宜軒爸爸說：「去年剛出生時，

看到寶寶身上很多管線，心中很無助，

但醫護團隊不斷在旁支持和鼓勵，看

著寶寶一天天越來越好，心中的石頭

也就放下了。」

「容甄已經五歲了，但這次是第

一次參加，回想容甄剛出生時，腦中

一片空白，幸好有趙露露主任細心的

說明和陪伴。很感動，要感謝醫護團

隊……」容甄爸爸也說出心中的話。

早產寶寶們為了這次活動，也和爸

媽在家中不斷練習，呈現許多才藝，

不管是唱歌、英文、背唐詩、論語……

讓在場的醫護團隊鼓掌聲不斷，結束

之後，團隊也贈送小禮物，除了肯定

他們的努力，也鼓勵繼續快樂學習。

「天上最美是星星，人間最美是溫

情，愛是人間最好的藥」，醫護團隊

用心用愛守護每一位孩童的健康，看

見早產寶寶漸漸的發芽展枝、成長茁

壯，嶄露最美的笑容，就是醫護團隊

和每一位爸爸媽媽，最好的聖誕禮物。

（文／范宇宏）

健康小站，趙露露主任（右）關心寶寶們健康。

攝影／徐莉惠

闖關遊戲，大人小孩都開心。攝影／徐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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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十二月二十七日

糖尿病人停藥險送命
十四科接力搶救

臺中慈濟醫院醫護團隊搶救瀕死病人，

跨十四個醫療單位、動員逾六百人次竭

盡所能攜手接力。醫護同仁看到病人健

康走回加護病房感恩團隊的那一刻，忍

不住眼眶泛淚、激動上前擁抱，直說「臨

床上所有努力都值得了。」醫務祕書邱

國樑主任也感謝醫療團隊，為了守護生

命不惜代價，願意團隊接力，關關難過

關關過，救回病人，再多花費都值得！

五十八歲的簡先生有糖尿病史，自述

因感冒發燒、食欲差，病情加劇掛急診

時檢查發現有肝膿瘍，隨即昏迷，就此

展開驚險的生命拔河。胸腔內科醫師陳

立修表示，簡先生自行停用糖尿病用藥，

以致原本在腸胃道中的細菌經血液被帶

入肝臟，造成肝臟感染引發肝膿瘍，雖

然感染科一開始就使用正確的廣效抗生

素，但失控的血糖讓白血球跟免疫系統

失去作用，後續併發敗血症且轉移成肺

部膿瘍。

陳醫師指出，肺膿瘍導致病人兩側肺

葉遍布二十個大大小小破洞，超過肺葉

面積一半以上，破壞肺部功能達六成，

出現急性呼吸窘迫並引發嚴重肺部穿孔

與氣胸，插管後用呼吸器幫忙，效能調

到最大仍無法改善缺氧，生死交關急性

期，靠心臟外科體外循環系統團隊放置

葉克膜救命。

儘管簡先生病情極不樂觀，但醫護團

隊從未放棄，加護病房團隊每天不斷討

論如何救治照護，終於讓病人撐過最危

險階段，但病情起伏讓所有人心情跟著

上上下下，隨著肺部功能漸漸平穩，葉

克膜裝置十天後移除，並進行氣切。

重症照護長達十五天，簡先生出現全

身肌肉無力，甚至連一根小指頭都舉不

起來，他清醒後以為成了廢人，還灰心

質問醫師「為什麼要救我回來？」營養

師、藥師此時介入提高營養加強機能，

復健團隊在加護病房及早展開心肺復健

訓練，一方面協助重建身體功能，另一

胸腔內科陳立修醫師指出，肺膿瘍導致病人兩側

肺葉遍布二十個大大小小破洞，破壞肺部功能達

六成，生死交關急性期，靠心臟外科體外循環系

統團隊放置葉克膜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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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從最簡單的肢體動作，一步步訓練

他重新控制自己的身體，一直進步到手

腳稍微會動。復健科主任蔡森蔚提醒，

把握黃金期及早復健，預後更好。

簡先生走過生死邊緣，轉入亞急性呼

吸照護病房，復健團隊繼續針對呼吸肌

進行復健，逐漸能控制軀幹、坐姿，且

耐力足夠自主呼吸，與呼吸照護團隊合

力下幫病人拔掉呼吸器。九月初，簡先

生告別躺了近九十天的病床，短暫在護

理之家接受照顧，最後由耳鼻喉科醫師

評估拿掉氣切管，完全沒有任何後遺症

平安回家，由復健科協助持續康復。

簡太太從驚惶失措到重拾圓滿家庭，

對醫護團隊有說不盡的感恩。她說，醫

護人員為確認先生病情，推病床從三樓

加護病房到一樓做影像檢查，將近二十

人管控電梯、管制通道，還邊注意病人

身上管路，分秒必爭的用心令人感動。

簡先生夫妻感恩團隊搶救生命，特地帶

著蛋糕與感恩卡到加護病房致謝，醫護

人員看著他恢復健康走回病房，感動

不已含淚擁抱並鼓勵他「一定要好好活

著」。

簡先生給陳立修醫師的感恩卡片上

寫著「未曾經歷如此的生命拔河，有幸

及時的援手，讓我們家庭的幸福得以延

續。」陳醫師一直留在他辦公桌的前面。

同樣的，加護病房主任沈煥庭、謝珮琪

護理長分別收到不同卡片，也被深深打

動，時時提醒他們不論再困難的個案，

都不能放棄。（文、攝影／曾秀英）

臺中慈濟醫院動員十四個醫療單位、動員逾六百人

次搶救及後續復健，簡先生與太太特地回院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