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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來自印尼的拉米娜處境堪憐，所幸獲得慈濟人的幫忙，

不但母女獲得安頓，台中慈院更給予早產的小女嬰全方

位的照顧……
◆

  家住台東縣池上鄉的洪元寶，去年罹患罕見的頭部兩側出血性中風，經

由關山慈院楊震醫師搶救後，洪元寶戒除惡習、努力復健，堅定毅力令

人佩服……

◆ 列為花蓮縣玉里鎮內第二高建築的玉里慈院，主動申請消防自衛編組的

認證，並模擬一場逼真的演習，希望讓消防更安全，病患更安心……

◆ 一名癌末病人有感於病痛的苦，毅然決定捐贈醫療儀器給大林慈院；最

新型的「直線加速器」，給雲嘉地區頭頸部腫瘤患者更佳的治療品質，

大幅提升腫瘤控制率……

◆ 救人是醫護的天職，台北慈院的醫護人員，利用假日參加慈濟骨髓捐贈

驗血活動，他們了解捐髓無損己身，也希望帶動社區民眾共同幫助更多

等待配對的病患獲得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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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七月三日

流浪母嬰 醫護疼惜

手抱新生兒的黝黑印尼女子在三位

男士與慈濟志工陪同下，出現在台中慈

濟醫院大廳，引起人群側目。她驚惶未

定的眼神，似乎訴說著一段不平常的遭

遇。隨著一行人上六樓婦科門診，與陪

同的關懷師姊林玉秀攀談，才知道一段

曲折離奇的遭遇。

外勞產子　處境堪憐

她是拉米娜，印尼籍外勞，在台北

工作三個月後自行離開雇主，和同樣到

台灣工作的先生一起流浪到梨山，投靠

她大哥的友人。七月一日，她在梨山和

平衛生所不足月生下二千一百公克的

女嬰，也因為沒有經濟來

源，無法繼續支撐生活，

向警方自首投案。

移民署台中專勤隊接到

通報依法負責收容。但是

收容所的環境實在不適合

剛出生的女嬰與產婦，有

意向社會團體求助。專勤

隊一位職員熟悉慈濟志工，便轉介這個

個案給慈濟基金會。專勤隊副隊長紀志

憬表示，這是專勤隊第一次碰到的情

況，政府單位有很多難以克服的規定，

因為考量這對母女的處境，才會對外求

援。

志工疼惜　新手媽媽安心

慈濟基金會台中分會轉請豐原的訪視

組師兄姊協助處理，林玉秀師姊與廖景

堂師兄積極奔走，終於確定要安置他們

在豐原公老坪的的田園安養中心。在轉

住到安養中心前，先帶他們到台中慈院

檢查。於是，七月三日專勤隊員和慈濟

志工便帶著剛生產的拉米娜和新生兒來

院做進一步的檢查，並處理後續事宜。

等待醫師看診的同時，慈濟志工和專

勤隊員貼心的教導拉米娜如何做個好媽

媽、怎樣照顧孩子……等，疼惜拉米娜的

心情在舉手頭足間展露無疑。專勤隊官

▌在台中慈院吳漢屏醫師(左)的

呵護下，拉米娜開心地帶著女兒

出院了，大家在小女嬰出院這一

天切下祝福的蛋糕。圖左至右為

吳醫師、拉米娜、專勤隊紀志憬

副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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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也和慈濟志工細心討論，確認對他們

母女的最好安排，看到大家的用心，拉

米娜的心也安定了。

慈院細心照顧　母親感恩

不過原先的安排，都因為七個月就早

產的女嬰發燒，而有了變化。小兒科醫

師吳漢屏判斷女嬰有發燒現象，必須住

院觀察，而身體復原情況良好的母親不

符合住院條件，只好分離，先住到田園

安養中心，女嬰就交給醫師照顧。由於

母親是哺餵母乳，因此醫院社工師更協

助拉米娜母乳保存與運送事宜。

拉米娜說，感謝專勤隊主管與慈濟

志工的安排，他也希望能早日和先生一

家三口回到印尼，結束在台灣流浪的生

活。而移民署警勤隊官員、慈濟慈善志

業與醫療志業，一段政府民間合作的愛

的接力，善的效應在每個人的心裡漸漸

的發酵……。(文／吳政哲、謝明錦 攝影

／江柏緯)

關山  

七月十六日

戰勝罕病  喜迎新生

家住在池上鄉慶豐村四十六歲的洪

元寶，去年不幸中風，經過緊急送醫至

關山慈院救治，發現頭部左側出血十五

西西、右側三西西，關山慈院神經外科

楊震醫師立即為其開刀治療，順利搶回

生命。現在，元寶先生每個月都回院複

診，因為他堅強的毅力，復健神速。

每月回院報到　進步神速

因為是頭部兩側中風，洪元寶去年經

過一個多月於加護病房治療，終於出院回

家休養，但初期因手腳無力不聽使喚，仍

然躺在床上休養近半年，十六日再回關山

慈院複診，我們看到他走路近乎正常，僅

右腳稍無力，甚至可以伏地挺身十五下。

元寶每個月固定回院追蹤，向

楊震醫師報告自己在家復健的

狀況，每天不間斷地到操場健

走、想寫字就拿筆練習、說話

不清楚就每天讀報，正因為這

股不放棄的毅力，讓楊醫師對

這位病人讚佩不已，除了讚嘆

元寶主動積極的態度，讓身體

復原狀況迅速，更希望將其樂

觀的人生態度分享周遭的每個

人，希望每個人都能學習他永不放棄的精

神。

▌早產的小女嬰經由台中慈院小兒科的細心安

排，在保溫箱中妥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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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中風遇良醫 戒煙戒酒更自信

去年的四月九日，因為頭昏腦脹加上

手腳無力，元寶被弟弟緊急送到關山慈

院急診室，神經外科楊震醫師檢查後，

發現是罕見的頭部兩側出血性中風；手

術後，楊醫師一如往常，於病患危險期

間廿四小時於院區守候，以預防再出血

時，可立即安排手術開刀，經過醫護同

仁的細心照護，洪先生終於可出院，但

事後因為四肢肌力無法立即恢復，所以

癱軟在床將近半年時間。幸好，因家人

的支持，初期由父母等家人攙扶著走路

運動，慢慢地，靠著辛苦運動，終於能

夠自行走路，每天至操場運動走路十至

十五圈是他的復健功課，也正因為他不

向命運低頭的毅力，讓他可以復原如此

快速。

洪元寶表示，由於發病前家中的農

事幾乎都是由他負責，躺在床上的時候

看見年邁的雙親和幼女分擔家計相當不

捨，所以他告訴自己一定要趕快好起

來；手術後第七個月開始進行復健，除

了定期到關山慈濟醫院回診外，洪元寶

回到家裡更是努力自我要求，為求盡早

復原，家裡的庭院是他的健走園地，唸

報紙來克服講話含糊，他的雙親回想這

段期間，元寶不僅戒掉煙酒，連眼神都

變得更有自信。

永不放棄　最佳典範

楊醫師說，元寶有高血壓、心臟病、

糖尿病及心律不整的病史，中風前三天

連續喝酒，有可能是導致中風的主因，

至於手術後身體復健恢復神速，連楊醫

師都嘖嘖稱奇；楊震醫師表示，縱谷地

區老年人口居多，平均每個月有近五人

發生中風的情形，只要發病立即送醫救

治，恢復狀況都還不錯。然而，復健畢

竟是條漫長的道路，自己不放棄和家人

▌洪元寶每個月回關

山慈院回診，向全力

醫治他的楊震醫師

(左一)展現他的復健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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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都是關鍵，洪元寶的奇蹟復健

和樂觀態度，則是病患最好的典範。

(文、攝影／楊柏勳)

玉里
六月二十六日

消防有認證　就醫更安心

玉里慈濟醫院廿六日進行例行性消防

自衛編組演習，努力營造安全的就醫環

境，也成為花蓮南區第一個爭取自衛消

防驗證的醫療院所。而玉溪分隊則出動

警消、水箱車、水庫車等，模擬真正火

災情形，整個演習過程不但逼真，也讓

玉里分院發現改善的空間，為病患營造

一個更安全的就醫環境。

自衛編組　有備無患

自二○○六年一月份開始，花蓮縣消

防局積極鼓勵轄區各大型機關團體進行

消防自衛編組與演練，希望可以減少火

災不必要的傷害。而管轄花蓮南區的救

災救護第二大隊，除了積極宣導外，更

主動與玉里鎮內建築物高度第二高的玉

里慈濟醫院聯繫，希望能藉由玉慈每半

年固定的消防演習，同步進行消防自衛

編組的認證。經過雙方多次協調，訂於

今日進行消防教育訓練，同時實施消防

演習，以三樓加護病房準備室內發生火

警為假想情境，進行消防自衛編組實際

演練。

模擬紅先生　一呼百應

演習開始，首先由兩位加護病房護

理人員模擬聞到燒焦味，並自護理站

開始搜索，其中一

位隨即發現準備室

內起火，立即大聲

呼叫另一位同仁進

行通報及安排疏散

病患，自己隨即按

下室內消防栓的警

鈴後，立即拿起最

近的滅火器進入滅

火；而櫃台值班

▌玉里慈院演習逼真，

發生火災後院為了病人

安全，醫護同心協力將

病患搬運至安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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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接獲單位通報火警後，立

即進行全院廣播「紅先生、紅

先生，請立即前往三樓加護病

房」，並由另一位值班同仁進

行「一呼百應」，全院緊急召

回手機系統之呼叫，全院自衛

消防編組也隨之啟動。

管理室在聽到廣播後，立即

於一樓藥局成立指揮中心，而總指揮官

在前往指揮中心的途中，陸續以無線電

通聯相關樓層及單位，掌握最新的災情

與工作人員動向，指揮調派人員前往現

場救災、引導及執行病患的疏散。正在

護理站的護理人員則在聽到全院廣播

後，也開始啟動相關緊急應變作業。滅

火班、引導班立即前往各定點進行初級

滅火及引導並將病患移至相對安全區；

玉溪分隊在此時同步出動消防車組人

員，攜帶水帶等器材迅速前往起火區域

進行滅火，分院內部則是已經完成將病

患疏散到一樓大廳臨時集結點，並進行

適當的病患動向安排。整個演習活動在

確認各項工作均已告一段落後，由總指

揮官宣佈演習完畢，並要求參與演習的

同仁協助將各項器材設備復歸至定位。

首申認證　居安思危               

由於此次消防自衛編組首次將模擬情

境移至三樓加護病房，該單位均屬重症無

法自行移動的病患，對於整個情境的設計

難度已經較以往為高，這次除了進行院內

的初期滅火、避難引導等自衛編組演習，

由於過去玉里地區尚無醫療院所爭取認

證，對於首次擔任策劃的總務股郭秀鳳股

長而言，更是極高的挑戰，不斷利用時間

思考、向消防隊請益，往往忙到深夜，就

是為了要讓這次演習獲得最好的效果；醫

院內部更是十分重視此次演習，連續兩天

進行桌上模擬、預演，並請來消防隊資深

警消人員現場指導，事後則由參與人員進

行多次檢討會議，陸續從練習中發現問題

並加以改善。   
張院長提醒大家，在平時就需不斷落

實各項準備工作，這除了是具有無常觀

的體現外，更是落實「居安要思危，不

要臨危方思安」的預防觀念。此次的演

習雖然已經獲得肯定，甚至讓消防人員

表示對於醫院預防火災與緊急應變的準

備感到放心，但院方仍將繼續與消防局

合作，共同努力營造一個安全的就醫環

境。(文／唐昌澤　攝影／張澄淇、陳

世淵)

▌除了演練人員疏散外，在張玉麟院

長的帶領下，醫護同仁學習操作滅火

器撲滅火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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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七月一日

病人造福病人　添設備治癌症

一名癌末病人有感於病痛的苦，毅然

決定捐款造福病人。接受這份愛與期待

的大林慈濟醫院，在昨天正式啟用以善

款添購的腫瘤治療設備。放射腫瘤科醫

師表示，近年來雲嘉地區頭頸部腫瘤患

者逐漸增加，率先引進這台醫療界目前

最新型的「直線加速器」，因為定位精

確，對於於舌癌末期預期有超過四成的

存活率。

院長林俊龍表示，醫院從啟業時就

引進一台加速器設備，迄今一年平均就

有一萬多人須接受癌症治療，而隨著病

患逐漸增多機器也開始不敷使用，為了

讓更多癌症病患獲得更好的治療品質，

還特地到美國去尋找最好的治療設備，

結果因緣際會下，一位罹患癌症的鄭先

生，本身為慈濟榮董的他，知道大林慈

院在尋找機器，於是捐了這台設備，希

望能發揮良能，讓鄉下的田中央大病院

也能夠得到與世界同步的治療技術。

適用頭頸部　治療時間減半

放射腫瘤科醫師洪世凱說，近年來雲

嘉地區的頭頸部腫瘤盛行率逐漸攀升，

傳統的放射線治療，因為無法精準定位

腫瘤，只能將照射的範圍放大，因此造

▌由病患捐贈的直線加速器，定位精確，適用於頭頸部腫瘤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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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常組織受到傷害，對於須面對二個

多月治療時程的病患來說，接踵而來的

副作用也使得身心飽受艱苦。

洪世凱指出，最新型「高精準度全方

位直線加速器」(Trilogy)設備，不僅能

快速與準確的監控身體及腫瘤移位，不

同於以往強度調控放射治療(IMRT)採
用數個固定角度，銳速刀三百六十度旋

轉治療可有效減少正常器官的傷害，提

高腫瘤控制率，且治療時間為過去放射

治療技術的一半，因此可降低病患治療

間移動而照偏的可能性，更能減少病患

因固定裝置所引起的不適感。

影像導航　腫瘤移位

此外，影像導航與四度空間調控技

術，可準確監控身體及腫瘤的移位，予

以即時攝影、即時追蹤、即時修正的優

點；未來在年底會新增RapidArc(銳速

孤形刀)，除了大幅改善臨床成效，對

於攝護腺及頭、頸部提供最好的治療

外，還可使用固定射束強度調控放射治

療(IMRT)結合呼吸調控技術來治療肺

臟及胸部腫瘤，或電子療程治療淋巴癌

及皮膚癌，透過全方位治療技術，打造

病患專屬的放射線治療計畫。(文／江

珮如　攝影／于劍興)

台北
七月十二日

骨髓驗血  醫護齊響應

這天一早，台北慈院的一樓就聚滿

了志工，原來是新店文山區的師兄師姊

在院內舉辦一場大型的骨髓捐贈驗血活

動。所有師兄姊非常迅速的佈置好會

場，準備迎接參與驗血的民眾。

假日驗血　醫師拔頭籌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自一九九三年

成立至今，已十五年，靠著全臺灣的善

心人士，救回了許多病友，截至今年六

月三十日止，志願捐髓者有三十一萬兩

千九百五十二人，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人

受惠接受移植，遍及二十七個國家；但

仍有一萬九千多人在尋求配對病患。

台北慈院響應捐髓活動不遺餘力，活

動一開始，果然來了好幾位醫護及行政

同仁，其中一位是放射腫瘤科的常佑康

醫師，他今天可以說是專程來參與這場

活動。因為他在三年前就有參與骨髓捐

贈驗血活動的念頭，可是因緣不俱足，

時間常常無法配合得上，以致於無法完

▌大林慈院腫瘤中心為歡慶引進直線加速器，提

升雲嘉腫瘤治療水準，院長林俊龍(左)與林宏益

醫師(中)、洪世凱醫師(右)切下蛋糕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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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個心願。雖然如此，他心裡一直掛

念著這件事，他覺得自己是醫生，又是

上人的弟子，捐髓救人是本分事，這件

事一定要做。今天常醫師來醫院處理公

務，又正好碰上骨捐驗血活動，他馬上

把握當下，來到會場參與活動，沒想

到，竟然拔得頭籌，成為今日的第一支

試管抽的血，就是自己的！

護士受感動　挽袖加入

而跟著常醫師一起來的還有一位護理

人員，她是放射腫瘤科的湯雅婷。她是受

到常醫師的影響而來的。雅婷來到台北慈

院兩年了，曾經也想參與這樣的活動。平

常看常醫師除了在行醫的本分上非常用

心，對於慈濟的活動也時常發心參與，她

因而深受感動，於是在常醫師的號召下，

她趁著工作空檔，跟著常醫師來到會場，

為骨髓資料庫添上一份希望。

由於醫護人員都了解捐髓無損己身，

陸續有醫護人員及行政同仁來參與驗

血；當然，有更多的社區民眾前來，一

起響應捐髓救人的號召，讓全世界的血

液疾病患者多一線生命希望！

(文／馬順德、林詩婕  圖／楊煥晨、

陳嘉寧)

▌三年前就想參加骨髓捐贈驗血的台北慈院常佑

康醫師，在七月十二日拔得頭籌，成為當天存入

骨髓資料庫的第一管血的幸運者。

▌骨髓驗血在假日

舉辦，許多護理人

員紛紛挽袖響應，

帶動民眾接受驗血

配對。圖為護理人

員張巍玉歡喜接受

抽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