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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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里慈濟醫院護理團隊前往環保站，透過健檢、衛教與團康，

與志工們提前共度國際護師節……

◆  關山慈濟醫院在世界地球日前夕，將醫學保健與蔬食帶入警局，願

地球與人類都健康……

◆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成立中西醫整合醫療專區，中醫團隊進駐急診

服務……

◆  大林、斗六及臺中慈濟醫院，攜家帶眷齊赴彰化漢寶濕地淨灘愛

地球……

◆  臺中慈濟醫院婦幼親善團隊推廣親子共讀十年，印證對話式共讀

有助寶寶腦部發展……

◆  臺北慈濟醫院舉辦國際青少年醫學飲食疾患講座，海內外學者專

家交流探討青少年健康議題……



玉里
五月四日

護師節前進環保站
伴健檢娛長者

玉里慈濟醫院護理科為慶祝護師節，

於五月四日上午來到玉里環保教育站，

利用闖關遊戲的方式，提供健康檢查服

務，還有失智症與高血壓的衛教諮詢，

守護環保志工的健康。同時護理團隊也

參與作環保，並且帶動團康遊戲獲得滿

堂歡笑，更搖身一變成為總舖師（大廚

師），料理出一道道美味與健康兼具的

蔬食料理讓環保志工們享用。在護師節

前夕，玉里慈院護理師用熱忱與行動，

與環保菩薩共度了一個美好又難忘的

上午。

 「我今天很高興！來作環保有護士

小姐幫我『量三圍』――」此話一出，

逗得全場哄堂大笑，這時環保志工才害

羞地說是「量肚圍」啦！原來，玉里慈

濟醫院護理科為慶祝護師節，專程來

到玉里環保教育站守護環保志工與地

球的健康。玉里慈濟醫院護理科主任郭

雅萍表示：「環保志工守護地球的健

康，我們護理師就來守護環保志工的健

康。」護理科團隊特別將檢查流程設

計成闖關遊戲，關卡分別是測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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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院護理科團隊以守護環保志工

健康的活動歡慶護師節。外科李晉三

醫師（最後一排左三）一同開心參與。



血糖及身高體重腰圍，來把關環保志工

的健康狀況，發現不少環保志工都有高

血壓和高血糖的問題，也安排相關的衛

教諮詢來守護他們的健康，現場也提供

長照服務與失智照護的諮詢。

有鑑於地球是大家共同的母親，護

理同仁也透過身體力行作環保來愛護

地球，在整理回收物的過程中，體會環

保志工的辛勞以及垃圾分類的重要性，

期望人人都能真正地落實清淨在源頭。

除了發揮照護專業和力行環保，動

靜皆宜的護理師們，還準備了舞蹈表

演炒熱氣氛，證明她們不僅很會照顧

人，跳舞也是難不倒她們的。緊接著，

為了測試環保志工的聽力及反應力，護

理同仁帶動起團康遊戲「紅旗白旗舉起

來」，並配合環保志工們習慣的語言，

推出國、客、閩南語三種語言，隨著指

令由慢到快、逐漸加入多種指令，下令

者和挑戰者的反應逗得大家笑聲不斷。

另一方面，平時守護在醫院裡面照

護病人的白衣大士，不僅關心環保志工

的健康，為了兼顧大夥的五臟廟，更搖

身一變成為總舖師展露廚藝！就見護

理與行政同仁分工合作，在廚房忙碌了

一個上午，料理出一道道添加著滿滿心

意的菜肴讓環保菩薩們享用。

參與的護理同仁表示：「照顧好環保

志工的健康，讓他們擁有健康的身體，

幫上人完成她重視的環保。」藉由這次

活動讓護理同仁有付出的機會，不僅守

護環保志工的健康，也對地球盡了一份

心力。（文、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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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在為環保志工進行基礎健康檢查的過程中，發現不少人都有高血壓和高血糖的

問題，同步安排相關的衛教說明，現場也提供長照服務與失智照護的諮詢。

護理師們蹲下身、彎下腰，用心整理資源回收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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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四月十八日

推動蔬食愛地球
健康講座入警局

四月十八日上午，關山慈濟醫院與

慈濟志工受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邀

約前往舉辦蔬食饗宴暨健康講座。張

志芳院長從醫學角度切入生活日常，

以生命五要素「吃喝拉撒睡」為主題，

讓員警們透過醫學常識照顧自己，現

場更有護理人員協助為警務人員量測

血壓，記錄身高體重、腰圍及BMI值。

一行人在四月二十二日世界地球日到

來之際，不僅為地球，也為人民保母

的健康把關。

十八日這天正逢全臺灣警察制服全

面換新裝，象徵迎接新氣象，對關山

慈濟醫院而言同樣意義非凡，醫療與

志工團隊把握員警聯合勤教的機會，

首次踏入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禮

堂，向延平、鹿野、關山、池上、海

端地區的警察推廣蔬食及實施健康衛

教，慈濟團隊用心規畫活動，一起重

視警察同仁健康，也讓關山分局蔡耀

順局長相當感恩。

「最近常收到網路即時通訊傳來的

訊息，說是睡前三小時多喝水，血液

濃度才不會太高，但是院長剛剛上課

提到避免睡前喝太多水造成頻尿，那

我應該要怎麼喝比較好？」、「如果

喝太多水會不會有水腫的問題？」、

「為什麼我尿尿的泡泡會愈來愈

多？」三十分鐘的健康衛教，臺下反

應熱烈紛紛舉手發問。張院長一一向

所有人解答，也為大家解開心中的疑

慮。

接近中午十二點，一陣歡呼聲讓現

場熱鬧了起來。帶給人嚴肅形象的警

察主管們，穿上圍裙、綁緊頭巾，與

志工師兄師姊們來了一段上菜秀，

十九道蔬食料理一字排開，以 T字型

擺在會場中間，所有人自備碗筷，愛

地球就先從體內環保開始做起。慈濟

志工王齡珠也分享蔬食有三好：第一

好，可以減少排放二氧化碳、降低空

氣汙染，減緩全球暖化。第二好，可

四月十八日，關山慈濟醫院與志工團隊前往臺東

縣警察局關山分局舉辦蔬食饗宴暨健康講座，地

方警務人員專注聆聽張志芳院長帶來的醫學常

識，學習照顧自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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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益身體健康。第三好，可以愛護

動物尊重生命。

關山分局第一組組長許義郎說，同

仁因為執勤的關係，除了有睡眠的問

題，很多時候也沒辦法正常補充水分，

加上經常外食，幾乎以重油重鹹的便當

為主，今天能夠享受志工準備的素食感

覺很健康，尤其是這裡的員警平均年齡

都五十歲了，身體陸續出現的一些小毛

病讓大家有些困擾，且多數都有高血壓

跟糖尿病的問題，因此同仁對這次的衛

教主題很有興趣也很好奇，很謝謝慈濟

的幫忙讓大家受益很多。

根據當日健檢統計，血壓數值偏高

的員警就占了五成，還有將近六成有

過重或重度肥胖的問題。四月二十二

日世界地球日到來之際，關山慈院

期待這場結合素食交流的衛教活動，

不僅能夠讓辛苦維護治安的波麗士

（police音譯，警察）更愛護自己的

健康，也能透過蔬食三好的認知，帶

動大家一起「蔬」醒愛地球。（文、

攝影／陳慧芳）

活動現場也設點服務，關山慈院護理人員協助為

警務人員量測血壓、身高體重、腰圍及 BMI 值。

志工團隊帶來十九道蔬食料理與警察同仁們分享，一起落

實體內環保顧健康，也為愛護地球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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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四月十八日

中西醫合療急診室
助緩痛縮療期

被視為治療慢性病或養生為主的中

醫，其實在急症急救上也可以派上用

場！花蓮慈濟醫院推動中、西醫整合治

療，自四月十八日起，中西醫合療將不

只是在門診及住院醫療上，急診醫療也

能接受到中西合璧的醫療服務。花蓮慈

院院長林欣榮表示，這是東臺灣急診醫

療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過去民眾認為治療急症就要找西醫，

事實上中醫對於急性疼痛，甚至是胸悶

等症狀，也有很好的緩解效果。六十三

歲的蔡女士，日前因嚴重胸悶、呼吸困

難多日、噁心嘔吐、嚴重頭痛到急診就

醫。急診醫師透過檢查，排除心肌梗塞

的狀況後，給予西醫處置並會診中醫。

經過中醫推拿、針灸治療後，原先胸口

緊繃、頭痛劇烈的蔡女士說，不僅頭痛

明顯改善，胸悶、呼吸困難也得以舒

緩，很高興急診能提供中西醫合作治

療，讓她提早出院。

花蓮慈院急診室於四月十八日上午

正式掛牌成立「急診中西醫整合醫療

專區」，突破以往醫院急診室只有西

醫醫療服務之刻板印象，成為東臺灣

首家醫院在急診室提供專屬中西醫合

療的專床專區。何宗融副院長表示，

目前急診室「中西醫合療專區」提供

各類的眩暈、急腹症、胸悶、胸痛、

心悸、軟組織疼痛、經痛、偏頭痛、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於四月十八日上午正式掛牌成立「急診中西醫整合醫療專區」。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林碧玉董事（左七），

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左八）、中醫部何宗融副院長（左九）、急診室主任賴佩芳（左十）以及護理部主任鍾惠君（左六）

帶領急診、中醫護理團隊參與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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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疼痛、骨骼關節相關痛症以及腦

中風等中醫治療服務，透過中醫處置

能幫助快速舒緩，讓原本須留觀的患

者能提早出院。

急診室主任賴佩芳表示，急診室的

功能主要在於解決病人急又重之症狀，

但臨床上有些疾病像是眩暈、急腹症、

胸悶、胸痛、心悸、軟組織疼痛、經痛、

偏頭痛，卻非能夠馬上處置而獲得緩

解，因此會建議病人留院觀察，導致急

診室病床壅塞而一床難求。急診患者經

過中醫介入進而減少留置時間，不但是

幫助病人、提升急診照護品質，也改善

急診壅塞狀況。

未來，花蓮慈院中醫團隊將加入急診

駐點服務，與急診主治醫師查房留觀病

人，經急診醫師做第一線診斷判斷無立

即生命危險，但有疼痛、眩暈等情況發

生，可以由中醫處方針灸、耳豆／針、

外敷藥膏以及拔罐、放血等治療來緩解

症狀，縮短急診室輕症病人的留觀時

間。何宗融副院長表示，特別是針灸，

對急性疼痛有立即性的效果，有時西醫

嗎啡仍無法解決的急性疼痛問題，透過

針灸可幫助快速舒緩，也讓原本須長期

留觀的患者舒緩疼痛，提早出院。

林欣榮強調，「中西醫合療」是全

世界醫療的趨勢，為增進臺灣中醫和西

醫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中醫和西醫不應

只是在各別專科領域劃地自限，而是更

應該整合彼此的醫療技術，共同為民眾

創造一個醫療無界線的中西醫整合醫

療環境，因而率先成立急診室「中西醫

合療專區」，提供更完整的醫療服務。

花蓮慈院中醫部致力發展「中西醫合

療」，除了急診中西醫整合醫療外，目

前中醫部針對復健科、巴金森及腦瘤、

放射腫瘤科、風濕免疫科、婦女疾病、

輕安居、創傷症候群、失智症以及腦中

風也有提供中西醫合療門診。由點至線

與面逐步推動，落實與西醫各科合作，

跨越慢性期和急性期傳統分工，採團隊

運作，針對病人的需求，銜接提供主動

的諮詢或被動的醫療服務，蔚為東部地

區的中醫療法特色。（文／彭薇勻　攝

影／楊國濱）

何宗融副院長在急診室會診腰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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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斗六 臺中
四月二十一日

守護環境愛地球
漢寶濕地淨灘

世界地球日前夕，嘉義大林慈濟醫院、

雲林斗六慈濟醫院、臺中慈濟醫院與海

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童軍團彰二

團童軍團、童軍團臺中翔鷹團，四月

二十一日聯合舉辦「大手牽小手，齊心

淨灘護海洋～愛地球，我可以！」漢寶

濕地淨灘活動。

大林慈院、斗六慈院同仁和眷屬

有二百五十四人，臺中慈院有五十三

人，加上海巡署、童軍團，以及崇仁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九位學生，將近

三百七十人參與，回收物資總重量有

二千三百二十五公斤、垃圾總重量則有

一千五百八十六公斤。

大林慈院人文室葉璧禎主任提及，這

次三院合辦，除了互相帶動善行，也讓

同仁之間多交流。位於彰化縣的漢寶濕

地，前陣子，一天之內才被清出三噸的

資源垃圾，正因為垃圾量很可觀，加上

當地村長、社區志工們的熱忱協助，而

促成此次活動。淨灘前，大林慈院賴寧

生院長勉眾，好好收心來愛護大地，也

看看脆弱的生態對人類的教育。

親子日  淨灘趣

帶領同仁參與淨灘的臺中慈院簡守信

院長，事先難以想像濕地垃圾的多樣性、

複雜性以及撿拾的困難度，卡在石頭縫

三百多位來自嘉義大林慈院、雲林斗六慈院及臺中慈院的同仁攜眷

屬，四月二十一日聯合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童軍團、崇仁

醫專學生，齊聚漢寶濕地展開淨灘行動。圖片／臺中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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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垃圾瓶子、鞋子什麼都有，要拉出

漁網更需要眾人合心協力，足見人類的

汙染無孔不入，希望藉著大手牽小手，

用心、用力克服種種困難還海洋清淨。

臺中慈院手術室同仁賴妍蓁帶小學二

年級的雙胞胎女兒淨灘，她說，這是參

與社區環保活動最累、最髒，也最有意

義的一次，發現濕地潮間帶居然有不少

胰島素空針，讓她十分驚訝。臺中慈濟

護理之家同仁林怡君與父母、姪子五人

三代同堂一起愛地球，才念中班的姪子

小小年紀開始學習垃圾分類。護理部督

導顏雅卉的女兒顏以愛才十一歲，發現

很多塑膠垃圾跟寶特瓶撿都撿不完，以

前也會喝瓶裝飲料，以後要自己帶環保

杯。

「這麼漂亮的海洋，應該要好好去保

護。」斗六慈院血液透析室護理師蔡慧

珍，帶著孩子，跟著同仁一起彎下腰撿

拾垃圾。第一次在石頭縫裡尋找垃圾，

還努力地搬開石頭，拉出塑膠袋、保麗

龍、浮鏢、廢棄物、飲料罐、燈泡等琳

瑯滿目，順道教育孩子們淨灘的重要性，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她期待未來還有機

會再參加淨灘活動。全家出動的斗六慈

院門診護理師俞維佳，看著孩子抱著撿

拾到的大浮鏢，想盡辦法推送到垃圾堆，

玩出自己的樂趣。她說能出一點力量是

應該的，以後也會積極參加。

陳金城副院長也全家出動，他的大兒

子為了參加淨灘活動，放棄大學推甄的

面試。看著哥哥拿著一根長長的木頭，

以槓桿原理敲起一顆顆石頭，弟弟再彎

下腰撿拾石頭底下的垃圾，兄弟倆合作

無間。他說，人人談減塑，但真正有做

到的實在很少，要徹底從生活中減少，

而且不能亂丟，否則會像沙灘上到處所

見都是垃圾。

大林慈院院長室同仁周杏珍的大兒子

黃柏予和腸胃內科洪宗興醫師的兒子洪

宇亮，兩人合力搬開石頭，努力拉起已

變形的黑色塑膠大籃子，費了好大力氣

終於拉起，兩人很有成就感。洪宇亮開

心的說：「這是我第一次來淨灘，很好玩，

帶領臺中慈院團隊前來參與活動的簡守信院長，與夥伴費勁拉出卡住的漁網。他樂見有愈來愈多年輕族

群參與淨灘，藉著大手牽小手，用心、用力克服種種困難還海洋清淨。圖片／臺中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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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感覺很好。」

既是員眷也崇仁醫專老師的許玉春，

看著學生們拼命把石頭搬開，一直挖底

下的保麗龍、寶特瓶，很感動。她說學

校每年都會帶學生們到臺南七股的潟湖

淨灘，讓學生們了解，環境保護的範圍

很大，包括人類、動物、海洋等，彼此

互相連帶。許玉春曾經在大林慈院實習，

對於院內推動環保餐具之舉讚歎有加，

「學校也在推使用環保餐具，如果有學

生使用免洗碗筷，就要進行掃地、澆花、

撿石頭、餵校狗之類的愛校服務。」經

過今日的淨灘，學生們承諾，日後會減

少甚至避免塑膠袋、寶特瓶的使用。

醫師救命更要護生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我們

可以一起愛地球。」大林慈院整形外科

許宏達醫師攜妻女而來。還沒下到岸邊，

就見沙灘旁的石頭堆布滿垃圾，他感慨，

「我們都應該把臺灣這個島顧好，讓下

一代覺得，爸媽真的是留給我一個寶

島。」平日在手術室，許宏達多以傷口

敷料來取代傳統石膏副木的使用，不僅

傷口復原好，更減少醫療廢棄物，而成

為另類的「環保醫師」。

第一次參加淨灘的大林慈院中醫部何

怡慧醫師，撿了許多萬年不化的保麗龍、

塑膠製品，她有感而發，「有的夾在石

頭縫拉不上來，有的在深海，根本動不

了，怎麼辦？只有清淨在源頭，少用那

些塑膠的東西，能不用就不用。」

何怡慧提到，塑化劑等毒素透過食物

鏈層層積聚，當累積在人體內臟，可能

影響各系統或遺傳基因，「很多動物變

種或沒有生殖能力，想一想，是不是這

個食物鏈的汙染？我覺得很可怕。」她

體認到海洋的淨化，與地球生物的健康，

沿著長長的海岸線，不分男女老少，

眾人揮汗使力挖掘出棄置在石堆間的

各種垃圾雜物。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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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影響。「日本的海灘那麼乾淨，

我們的海灘也可以。我們可以用更健康、

更環保的材質，來替代塑膠容器。」

不用一次性物品  從自己做起

「很感恩也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大家能夠一起來。有口號，不如我們一

起去行動，這是比較重要。」大林慈院

主任祕書劉鎮榮，偕妻女投入淨灘行列，

見到醫院有好幾部遊覽車前來，很歡喜

大家能攜家帶眷。

同行的臺南慈濟志工黃福全分享，全

世界倒進海洋的垃圾量，一分鐘是一臺

車的量，「我們撿兩個小時，才撿了兩

臺車的量，靠我們這樣回收，計算起來

是有來不及的感覺，可是不能因此就不

做。」他希望大家從日常力行，不要再

用一次性物品。保護地球，由自己做起，

「因為大家的努力，我相信可以給我們

後代子孫，一個希望的未來。」

與父母、子女同來的大林慈院人文室

同仁曾雅雯，分享環保觀念。她說臺灣

每年用掉一百八十億個塑膠袋，是歐洲

國家的四倍，寶特瓶年用量四十五億支、

飲料杯十五億個、免洗餐具六萬噸，而

每年搶救誤食塑膠的海龜多達兩百件。

「希望大家能省思，真的要少用吸管等

塑膠製品。」

從上午出發，一路與大朋友、小朋友

互動到漢寶濕地的斗六慈院血液透析室

護理長張雅萍，回程時和大家約定，下

次要再一起淨灘，並且落實不用一次性

塑膠，達標者有禮物喔！（文／張菊芬、

謝明芳、曾秀英）

清理出來的回收物與廢棄物，一袋袋扛上環保車清運，小朋友也貢獻一己之力。攝影／張菊芬



臺中
四月二十三日

親子共讀零歲起步
十年耕耘印證

世界閱讀日有新知：醫院也推「親

子共讀」！臺中慈濟醫院婦幼親善團

隊不只推動母嬰親善，更利用嬰兒剛

出生的親子同室時間，推動「親子共

讀」十年，只要在本院出生的寶寶一

出生就可以獲贈一本洗澡書。

小兒科主任李敏駿說，共讀從零歲

開始，不但可以讓親子關係更緊密，

還能提升嬰幼兒的語言及認知等腦部

發展。他表示，小朋友越早開始接觸

閱讀，對語言及文字的理解與運用能

力就會越好，有助於腦部發展。而且

海內外研究也指出小朋友養成閱讀習

慣後，性格也比較穩定，專注力也會

更好。

推動親子共讀，常遇到父母疑問：

「孩子才出生，懂嗎？」李主任解釋，

其實一開始共讀只是要讓寶寶了解這

是一段有趣且溫馨的互動時間，多做

幾次寶寶就會很喜歡。部分爸媽擔心

手邊沒有適合孩子的書，是否就不能

共讀？李主任表示，親子共讀沒有嚴

格要求一定要用什麼書，就算隨手可

臺中慈濟醫院婦幼親善團隊推動親子共讀十年，小兒科主任李敏駿主任（右）與徐慧冰個管師介紹親

子共讀與繪本分享。圖片／徐慧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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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賣場廣告單張，爸媽也可以指著

廣告紙上的水果或日常生活用品圖片，

和幼兒進行對話式共讀。

現在電視或智慧型載具發達，部分

父母想知道和孩子一起看影片或卡通，

也算親子共讀？李主任表示，動態影

片中的畫面與字幕變動太快，降低孩

子的專注程度，並不適合做為親子共

讀內容，建議還是使用靜態的書籍會

比較合適。

母嬰親善個管師徐慧冰建議，孩子

襁褓期，媽媽比較有時間和孩子互動，

建議可使用洗澡書、布書，讓顏色、

圖形刺激嬰幼兒的視覺，還可透過觸

摸布書材質及揉捏發出的聲響，刺激

觸覺以及聽覺，使孩子喜歡接近書籍。

稍長大後，可選擇圖文或功能性繪本，

透過爸媽講述及情緒表達，共享親子

親密時光。

已經陪著孩子零歲到八個月的媽媽

李佳霖表示，前兩個孩子都到一歲左

右大致能了解語意才開始閱讀。她比

較，老三確實反應靈活度較高，才八

個月大看不出專注程度，但觀察到老

三就是會喜歡聽人說話，她還會持續

共讀，享受親子溫馨互動。

徐慧冰個管師表示，在臺中慈濟醫

院出生的寶寶，一出生就可以獲贈一

本「洗澡書」讓爸媽和寶寶在零歲就

可以共讀；第一次返院施打疫苗的寶

寶，還會再獲得一本「布書」。另外，

每兩個月母乳哺餵支持團體也有親子

共讀繪本介紹以及共讀經驗分享，參

加活動還可以收集點數兌換兒童繪本，

有興趣的爸媽可以帶著寶寶一起參加。

（文／馬順德　攝影／江柏緯）

經護理師指導，產婦夫妻透過洗澡書和寶寶進

行第一次親子共讀。

臺中慈院推動從零歲開始的親子共讀，寶寶第

一次回診施打疫苗醫師贈送布書。圖片／徐慧

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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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四月十九日

國際專家齊一堂
聚焦青少年醫學

四月十九日臺北慈濟醫院舉辦「國

際青少年醫學飲食疾患講座」，邀請

現任國際青少年醫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dolescent Health, 

IAAH) 主席蘇珊 ‧ 索伊爾 (Susan M 

Sawyer)博士、亞東醫院精神科曾美智

醫師、花蓮慈濟醫院小兒部張雲傑醫

師及臺北慈院兒科部蔡立平主任等醫

療專家，分享青少年醫學相關臨床經

驗及研究。包括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

長、臺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詹其

峰理事長、兒科醫學會青少年醫學委

員會羅福松主任委員及臺北慈院鄭敬

楓副院長等數十位院內院外醫療人員

齊聚一堂，就青少年醫學議題共同探

討，期待激盪出更多有助提升青少年

醫學的建議與策略。

關心青少年醫學的國民健康署王英

偉署長，對於慈濟醫療法人能邀請國

際學者、由臺北慈院與花蓮慈院共同

辦理此講座，表示感謝。他更提早一

個半小時抵達會場，與蘇珊博士等專

家學者，討論現在與未來青少年健康

的推動相關事宜，做意見交換。

講座開始前，王英偉署長致詞，「國

民健康署要照顧關心從懷孕到出生，

到青少年，到成年，到老年，再到死

亡者，過往我們在青少年照顧上的投

注還不夠，很高興看到大家在這個領

四月十九日臺北慈濟醫院舉辦「國際青少年醫學飲食疾患講座」，左起張雲傑醫師、詹其峰理事長、羅福松主任委員、蔡

立平主任、蘇珊 ‧ 索伊爾博士、王英偉署長、鄭敬楓副院長、謝秀盈醫師、邱馨慧醫師等醫療專家齊聚，探討青少年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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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用心，未來不論是從青少年醫學

面向，或是護理方面，到學校教育，

還有家長及網路的部分，有許多是政

府與民間可以一起努力發展的。」王

署長表示，「今天見到有這麼多學者、

醫療專家齊聚，探討青少年醫學，相

信會是好的開始。期待未來政府與民

間學術機構一起推動，能有更多、更

好的交流與互動。」

鄭敬楓副院長說明，這場難得講座

也透過連線與各院區分享，並代表臺

北慈院歡迎專家學者們的蒞臨，「期

待藉由今天的講座，讓大家共同重視

青少年醫學，一起為孩子盡心力。」

約四個多小時的講座，共有四位專家

學者分享。國際青少年醫學會主席，同

時也在澳洲皇家兒童醫院服務的蘇珊博

士，首先以澳洲青少年相關研究為例，

說明健康的性教育，對青少年正常成長

的重要，以及偏差觀念對青少年造成的

身心傷害；並就「青春期飲食失調」議

題，提出缺乏正常飲食，讓青少年營養

失調的相關資訊，呼籲大家正視。

花蓮慈濟醫院小兒部張雲傑醫師，

依美國威斯康辛州兒童醫院飲食失調

症的青少年住院患者臨床研究，探討

急性和慢性飲食失調對青少年成長的

嚴重影響。亞東醫院精神科曾美智醫

師，就其治療厭食症病人的臨床經驗，

從臺灣飲食失調的流行病學、精神心

理以及住院治療等面向，探討神經性

厭食症，並舉臨床案例做說明。臺北

慈院兒科部蔡立平主任，則舉普瑞德

威利症（小胖威利症）為例，探討飽

腹感和肥胖的關係。

螢幕上青少年醫學相關畫面與資訊，

呈現出令人憂心的青少年疾症問題，

但從張張建設性的研究與建議簡報中，

卻見到專家學者們對青少年醫學的重

視與用心投入。一場以青少年為主角

的醫學講座，講者與聽者熱烈互動，

莫不希望為青少年健康做好把關，提

供孩子們身心正常成長的環境。誠如

王英偉署長所言，這樣的講座是一個

好的開始，未來若能做好民間與政府

力量的整合連結，下一代的長成將充

滿希望，更企足可待。（文／吳燕萍、

攝影／范宇宏）

眾多院內與外院的來賓與會交流學習，共同關心青少年醫學的發展與健康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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