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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相隨
陪伴燒傷病童

文／林政芬 慈濟醫學中心社服室社工師

浴火驟變的童年

童年對一個人而言正是無憂無慮的

時光，但在一個燒傷兒童的身上，卻是

一段辛苦的歷程。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晚

間，「砰──」的一聲巨響，一間鐵皮

屋應聲爆炸，屋內才十多歲的兄妹，在

烈焰中幾乎體無完膚，哥哥呼吸道灼

傷、全身燒傷面積達百分之八十六，妹

妹的臉部、四肢燒傷面積也達百分之四

十，這場因電線走火引發的電瓶爆炸，

讓這一對兄妹的人生變了調。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意外，兄妹倆

遠在新竹從事板模臨時工的父親，心都

碎了！趕回花蓮的父親悲痛落淚，一面

擔心兄妹倆的生命，一面擔心兩人龐大

的醫療費用與複雜的療程，如果搶救順

利，兄妹倆的術後治療仍有很長的路要

走，整形復健與心理適應都會是大難

關。

兄妹倆家境清寒，六年前母親過世，

由於爸爸長期在外地工作，無法照顧家

裡；懂事的兄妹還必須負起照顧爺爺的

工作。家中僅靠父親一人承擔家計，他

們和大姊都是世界展望會的受助兒童。

開過兩次刀的爸爸，拖著病弱身體獨力

扶養三名子女，和年邁中風、無法言語

的老父。因為家鄉沒有工作機會，只好

到北部做板模臨時工，不穩定的收入，

加上家族未償清的貸款，現在又有孩子

的醫藥費，該怎麼辦呢？

燒傷復健 長路漫漫

燒傷治療是很疼痛的！每當醫護人員

幫兄妹倆清洗傷口、換藥、拔釘子時，

總要在一旁連哄帶騙，在病房一天哭個

兩三次是常有的事，連鄰床的病人和家

屬都非常心疼。另一個痛苦的事就是要

能忍受身體的搔癢；而且每一天必須穿

戴彈性衣二十小時以上，我常常開妹妹

玩笑說他穿起來很像蜘蛛人。在這段長

期休養狀態，體能會較受傷前虛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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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皮膚會喪失排汗功能‥‥‥還會因害

怕疼痛而拒絕醫療，甚至出現退化、依

賴等行為；且傷口、關節的疤痕攣縮變

形，會影響身體的活動；未來可能還會

遭受同儕及陌生人好奇的注視，甚至歧

視。

因此，燒燙傷兒童需要一段時間的治

療、復健、重建，且要穿戴彈性衣，為

疤痕加壓，避免疤痕增生，保護皮膚，

避免日曬，故類似兩兄妹這種大面積的

嚴重燒傷兒童病患，在急性期由燒傷醫

療團隊不斷的清理創口、植皮來穩定傷

勢，配合復健的早期介入，以正確的擺

位、復木的製作及適當的復健運動，才

能避免關節不斷的攣縮。所以，一位燒

傷的孩子要經歷無數次的手術與復健的

過程，沒有所謂一次即可完成的重建！

社會大眾的接納與愛

燒燙傷兒童會因為發生意外及過度

驚嚇而被緊急送入醫院，對環境的不熟

悉及傷口疼痛難耐，產生情緒不安的現

象，父母也隨著病患的不適而出現種種

不同的情緒反應，在我接燒燙傷病房期

間，所接觸到的父母大都會有自責的心

態產生，這是我們不難想像的，因此燒

燙傷病人的家屬也跟病人一樣必須經過

階段性的心理適應期。

就整個醫療團隊的立場而言，要達到

身、心、靈的完整照顧，除了醫師、護

理人員、復健師、社工員、心理師等專

業人員由不同角度來關心與協助患者及

家屬；公部門及私人福利機構的協助，

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的接納，以平常心

來看待身邊不同的個體，心中有愛就能

使這樣的小病患在漫長的路上充滿希

望。

後記：�兩兄妹陸續出院，在這半年多的住院期

間，不斷有社會資源的協助，我們甚至收

到一封指明要捐助給兄妹的現金袋，雖

然僅僅只是幾百元，但卻感受到社會的愛

心；而每梯次回花蓮當志工的師姑、師伯

也都會特別關心這對兄妹。也要感恩兄妹

的主治王醫師、以及每次都默默替兄妹換

藥的專師洳瀅，還有所有關心他們的人，

現在兩兄妹皆在台北陽光之家進行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