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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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對罹患軟骨發育不全症的兄弟，一直以來都是苗栗

地區人醫會照顧的對象。農曆年前哥哥的右腳險些截

肢，經臺北慈院細心治療下平安出院回家……

◆ 二○○九年開始不久，關山慈院首先到海端國小進行衛教宣導，希望

透過校園的扎根，間接影響家人，將健康觀念帶回家……

◆  大林慈院再度以趣味活動和活潑的短劇推廣愛腎護腎觀念，成功吸引

阿公阿嬤的注意，並由醫師帶動唱保腎秘訣歌仔戲，老人家用唱的就

記住了……

◆  趁著春天難得的好天氣，臺中慈院將健康列車開到大里市。在慈濟志

工的協助宣導下，小小的場地擠進數百人，創下社區健檢人數的新紀

錄……

◆  花蓮慈院十三日成立「呼吸照護中心」，藉由專屬病房以及專業團隊

的照護復健，幫助仰賴呼吸器的病患，及早重拾自主呼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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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二月二十七日

人醫悉心治患足 免於截肢心感恩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農曆年前臺

北慈濟醫院急診室來了一對兄弟，哥哥

叫詹博帆，弟弟叫詹博強。他們來自苗

栗縣南庄鄉，是慈濟中區人醫會定期探

視的個案之一，也是苗栗南庄慈濟志工

長期關懷的對象。

兄弟同病姑照護 傷口感染難控制

這對兄弟因為先天基因異常，罹患

「軟骨發育不全」症，也就是類似侏儒

的一種疾病，自發病以來，不論醒著或

睡覺時，都只能坐在輪椅上。由於哥哥

博帆的右腳感染，傷口潰爛幾乎侵蝕整

個右腳掌，情況相當嚴重，弟弟的生活

也必須透過長期照顧兩兄弟的姑姑來處

理，於是人醫會與南庄當地的師兄姊合

作，立即將他們兄弟倆和姑姑一起送到

臺北慈濟醫院，讓博帆可以接受治療，

弟弟也可以得到照顧。

剛進醫院時，博帆的右腳腳掌整個發

黑、腫脹，清創傷口的時候，博帆痛到

只能咬住自己的手來轉移疼痛。一旁的

弟弟不捨哥哥忍受病痛的折磨，則是淚

眼盈眶！臺北慈院的張耀仁副院長會同

骨科洪碩穗醫師，詳細的檢視了博帆腳

傷的狀況。洪醫師表示，博帆腳掌壞死

的部份已經深及韌帶，並且伴隨腫脹及

發燒，擔心會造成敗血症，如果狀況不

佳危及生命，可能需要截肢。但博帆體

型過胖，心肺功能不佳，又有睡眠呼吸

中止的障礙，若需開刀，第一個要面對

的就是麻醉的風險，因此洪醫師想盡辦

法避免截肢，因此運用強力抗生素加上

嚴密監控，博帆的傷口總算恢復穩定。

人醫慈院全照護 力拼病菌不截肢

當洪醫師告訴博帆不需截肢的好消

息，十幾天來鬱鬱寡歡的弟弟博強，眼

神露出光亮、嘴角上揚泛出安心的笑

容，陪伴這對兄弟十幾年的姑姑詹碧

玉，也放下連日來的擔憂，並說：「雖

然博帆行動不方便，不截肢至少還有腳

可以看、可以摸！」博帆也感恩人醫會

張東祥醫師和紀邦杰醫師對他們長期的

照顧，更感恩對他們兩兄弟不離不棄的

姑姑，和慈濟的師姑、師伯。

全心全力照顧兩名侄兒的姑姑一直

未婚，談到哥哥的三個孩子，感到相當

不捨。三個孩子當中，只有老二健康成

▌詹博帆的右腳因為感染而腫脹發黑，經過張耀仁

副院長（左一）以及洪碩穗醫師（左二）努力清創

醫治，幸運保住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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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現在在軍中服役擔任士官；博帆國

中畢業後軟骨不全症病發，全身肌肉、

筋骨開始萎縮，沒想到過了幾年，國小

畢業的弟弟也出現相同病症。嫂嫂無法

承受照顧兩兄弟的重擔因而離家，哥哥

也因為失業，酗酒過世。照顧侄兒的重

擔則由姑姑一肩挑起，至今也將近二十

個年頭。她感恩有慈濟人長期的陪伴關

懷，讓她更有勇氣陪伴這對侄兒迎向陽

光。

傷口的狀況逐漸穩定之後，醫師安排

博帆在二月十一日進手術室縫合傷口，

手術進行時，由於博帆因身體狀況無法

使用高劑量的麻醉，只能勇敢的咬牙撐

過縫合傷口的痛楚；手術後，苗栗南庄

的廖菊珍師姊、黃玉嬌師姊和李文達師

兄，特地趕來臺北慈院探視與陪伴，讓

這對兄弟和姑姑深感窩心。

慈濟人協力關懷  感恩每一天

在經過了一個月又七天的住院治療

後，博帆在二月二十七日終於要出院回

家了！南庄當地的訪視志工廖菊珍師姊

等六人，開了二部車來臺北接兩兄弟回

家。臺北慈院的醫院志工送給博帆祝福

卡，祝福他早日康復。博帆一字一句的

讀出了大家的祝福，也唸出了卡片上的

靜思語：「用感恩的心迎接每一天」，

博帆說，這是師公的靜思語，他會牢記

心中。洪醫師也到病床邊再次提醒博帆

回家後要注意的事項，並幽默的告訴博

帆要減肥，呼吸才會更順暢。張副院長

▌博帆與博強終於能出院，由志工來接他們返家，他們特地到護理站感恩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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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手術，不方便來探視博帆，但是

他也請社工尹寸欣轉達關懷之情，要博

帆加油，並祝福他早日康復。

到了即將出院的時刻，志工們圍著兄

弟倆依依不捨的道別，並相互約定到南

庄探望他們。志工的愛讓一向寡言的弟

弟博強，也調皮的和大家分享在陪伴哥

哥住院期間，每天早餐、午餐、晚餐、

點心宵夜，就像小豬般的享受美食，相

當開心。

廖菊珍師姊說，因為路途遙遠，無

法陪伴兩兄弟，但心中仍時時掛念著他

們。還好有北區志工愛的接力，醫院志

工與社工的陪伴關懷，讓這對兄弟能夠

歡喜出院。博帆的姑姑詹碧玉也說，從

住院的擔心到出院的喜悅，心情落差很

大，感恩醫護人員的細心照顧，和慈濟

人的陪伴，讓她在照顧這對兄弟時，

更有力量！（文／朱文姣  攝影／吳建

銘、顏明輝）

關山
二月二十日

校園開講  健康紮根

「哇！好可怕喔……」在海端鄉海端

國小的教室內，傳出小朋友們的驚嘆，

透過單槍放映在布幕上的影像，他們第

一次看到嚼食檳榔後口腔內膜的變化，

不但長出白斑還會潰爛，甚至侵蝕到臉

部，才知道檳榔的危害有多大。關山慈

院承接IDS山地鄉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

畫，今年第一次的衛教活動選在校園

中，讓健康觀念向下扎根，不但希望每

位小朋友都能從小就得知正確的健康觀

念，也透過小朋友的影響力，勸告家長

戒掉不良的衛生習慣。

IDS巡迴醫療  各類衛教促健康

花東地形狹長，交通不便，往來費

時，臺東縣衛生局、東區健保局為照顧

民眾健康，除建制醫療網整合轄區內有

限的醫療資源，並致力於推動山地離島

醫療就醫品質，以及山地鄉醫療給付效

益提昇計畫。

東區健保局與臺東縣衛生局、花蓮慈

濟學中心、關山慈濟醫院、海端衛生所

等單位合作，執行海端鄉醫療給付效益

提昇計畫（IDS），今年已進行至第八

年第四期，關山慈院除透過每星期三衛

生所駐診、以及每星期二、五、六的巡

迴醫療車專科醫師巡診、慢性病訪視、

居家照顧、各項預防保健業務推動等服

務，現階段也開始舉辦各類型衛教活動

來提醒及促進民眾健康觀念的生根。

校園傳遞健康  愛自己從小奠基  

今年起，原本的擴大衛教活動修正為

每年在校園舉辦兩次衛教，期待從學童

開始著手灌輸健康知識，以早期導引正

確方向向下紮根方式，降低日後不良行

為習慣的養成，也提高這些未來社會主

人翁的健康比率。

二○○九年第一次校園衛教選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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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到海端鄉海端

國小進行，由關山慈院公

衛室同仁協助規劃衛教內

容，海端國小師生一起參

加。公衛室的護士陳桂珠

衛教經驗豐富，原本在衛

生所服務，退休後加入慈

濟的行列，為了讓小朋有

們了解疾病的可怕，她盡

心準備了許多口腔癌及菸害的簡報檔

案，希望藉由向學童衛教宣導後，讓學

童先瞭解健康的重要，避免接觸有害健

康的菸酒與檳榔，進而透過學童力量影

響家長減少嚼實食檳榔及抽菸，讓使用

菸酒檳榔比例偏高的偏遠部落也能逐漸

回歸健康的生活。

菸酒檳榔致癌物  罹癌高風險

二十日當天，公衛室護理人員陳桂

珠與護理人員邱校芬、志工田明宏和東

區健保局專員董村峰一起抵達臺東縣海

端國小。全校小朋友一百三十多人以及

老師、家長共聚一堂，陳桂珠特地將嚼

食檳榔的後果整理，利用單槍將各種圖

片投影給學童們看，看到嚼食檳榔引起

的口腔病變、甚至臉部也潰爛，引起學

童一陣驚駭，陳桂珠也藉此宣導吸煙也

有害健康，讓小朋友們了解吸煙者的肺

部變成黑色、罹患癌症是一般人的十八

倍，嚼食檳榔會引起口腔病變，罹癌機

率是一般人的二十八倍，既抽菸且嚼檳

榔的得癌率更是一般人的八十九倍，

若再加上喝酒。得癌率高到一般人的

一百二十三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陳桂珠特別提醒學童，生命非常的

珍貴，不要因好奇而染上不良習慣，若

因此而喪失健康，實在是非常不划算的

一件事，回家若看到父母抽煙喝酒吃檳

榔，也要勸告父母為了健康一定要及早

戒除。

另外，二○○九年一月十一日起，新

制菸害防制法規定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

全面禁菸，違反者將被罰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所以，公衛室孫

美琪、邱校芬護士也特別向學童說明禁

菸的重要性，只要不養成吸煙習慣，就

不必躲躲藏藏的找地方吸煙，除了避免

不小心被罰款，而且可以換來健康。

趣味活動兼宣導 健保資源可善用

為了讓衛教的內容可以讓小朋友們

▌透過投影片放映，讓小朋友了解

口腔癌的徵兆與可怕，也藉此傳達

不嚼檳榔正確健康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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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進去、避免小朋友覺得乏味及減低注

意力，活動中特別安排律動時間，慈濟

志工田明宏使出看家本領，用帶動唱伴

著手語，讓學童很容易就學會「謝謝老

師，感恩您」「老師，我愛您」等簡單

又有情意手語，隨時可以用在校園中和

老師傳達情誼。

到了最後驗收成果的時間，東區健

保局專員董村峰在活動中安插有獎徵

答，考考之前所講得健保法規，因為這

裡的小朋友相對健康，較少用到健保資

源，所以利用這次機會，也測試小朋友

們是否會使用健保，也讓小朋友們能將

訊息帶回家中。問題都不難，包括「健

保卡掉了要去哪裡補辦？」、「IDS山
地鄉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是從甚麼時

候開始的？」為了拿到禮物，不同年級

的學童踴躍搶達，甚至為了答題數不平

均小有抱怨，熱烈的狀況可見一斑。經

過搶答與解釋，小朋友們知道遺失健保

卡除了到健保局申請，也可以到郵局補

辦；而IDS計畫從二○○

一年開始，已經進行了八

年了，每星期都會到衛生

所駐診、也會有醫療車巡

迴。

最後在皆大歡喜中結束

第一次的校園衛教活動，

並幫一些家長進行二氧化

碳測試。由於來聽講的家

長大多是媽媽，沒有吸煙習慣，所以測

試結果都合乎標準，小朋友們熱烈的反

應也為護理人員和志工打了一劑強心

針，除了希望再將內容調整為更適合小

朋友吸收，也期待這次的衛教活動，能

真正啟發學童們正確的健康行為，拒絕

不良習慣的誘惑，並進而引導家人力行

健康。（文、攝影／楊柏勳）

大林
三月八日

推廣愛腎  醫師唱曲教保腎 

「血糖、血壓控制得不好哦！要記得

回醫院看診。」配合臺灣腎臟醫學會舉

辦全國愛腎護腎推廣活動，大林慈濟綜

合醫院與北港媽祖醫院特別於八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在新港鄉中庄村永祿宮

前廣場舉辦「二○○九我愛腎利人生」

▌除了提供衛教讓健康觀念向下扎

根，慈濟志工田明宏也用簡單的手

語，傳達慈濟的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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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除了簡易檢測與衛教闖關活動

外，醫師與大林健康甘仔店的阿公、阿

嬤以地方戲曲傳授保腎、防糖秘訣，提

醒社區民眾注意自己的健康。

趣味活動引進門 百餘民眾篩健康

八日上午，來自新港、北港的上百位

民眾陸續來到新港永祿宮前廣場，主辦

單位安排了身高、體重、血壓、血糖、

尿液篩檢等簡易檢查，現場還有營養

師、醫師、護理師等衛教諮詢攤位，依

照民眾的血壓、血糖等檢查結果給予健

康建議。而為了提高民眾參與的樂趣，

還設計了踩踩樂、樂透骰、射飛鏢、天

生好投手等趣味活動，讓民眾抽問題回

答和腎臟病衛教有關的問題，在輕鬆的

遊戲中增加健康知識。

「血糖、血壓攏高，腎會變壞，血

糖也會變高，是不好的循環，緊去看醫

生。」大林慈院腎臟內科蔡任弼主任與

蔡宏斌醫師、營養師、衛教師與北港媽

祖醫院醫護同仁一早就已在永祿宮前廣

場就定位，為民眾提供衛教諮詢。蔡任

弼主任仔細注意每一位阿公、阿嬤的血

糖、血壓等指數，只要一發現有控制不

好的情況，便詢問目前就醫狀況，提醒

阿公、阿嬤要記得去看醫生。一位阿公

固定在嘉義長庚醫院看診，蔡主任便為

他介紹長庚醫院的腎臟科醫師，提醒他

將家中有吃的藥都帶去請醫生看看，以

便調整用藥。另一位阿嬤的血糖控制狀

況不佳，蔡主任趕忙請同仁幫她掛號，

▌大林慈院配合鄉土風俗，用活潑有草根性的活動將保腎觀念深植阿公阿嬤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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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回大林慈院仔細檢查，醫護同仁關

注鄉親健康不遺餘力。

活潑短劇做衛教 貼近生活效果佳

活動下半場則由北港媽祖醫院和大林

慈濟醫院分別提供衛教講座，北港媽祖

醫院的護理人員以鄉下常見的賣藥情境

演出趣味短劇，販賣顧腰子、顧眼睛的

「久久保腎丸」，卻讓阿公阿嬤吃得水

腫腎臟壞，藉此提醒民眾不要亂買、亂

吃來路不明的藥品，寫實逗趣的劇情讓

民眾笑呵呵。

大林慈濟醫院則由新陳代謝科陳品汎

醫師先帶來一段鐵獅玉玲瓏版的防糖保

健操，帶著現場阿公阿嬤一起比手語、

做運動，同時也將糖尿病的症狀、治

療、預防等觀念融入讓人朗朗上口的歌

曲中。接著腎臟內科的蔡宏斌醫師與來

自大林健康甘仔店的阿公阿嬤們，帶來

歌仔戲調的保腎秘訣歌，由於歌曲簡單

易唱，現場阿嬤們也現學現賣，受邀上

臺表演，贏得熱烈掌聲。

蔡宏斌醫師表示，雲嘉地區民眾很

常接觸到來路不明的中藥、草藥，加上

保腎觀念不足，在診間常看到很多鄉親

臉腫、腳腫，驗血後才知道是腎臟出問

題，希望透過保腎秘訣歌將保腎觀念深

植人心。

大林慈院社區醫療部高專賴怡伶說，

這是社區的阿公阿嬤們首次對外表演保

▌「保腎秘訣歌」有趣易記，在醫師示範之後，阿公阿嬤開心的自己唱頌。右為蔡宏斌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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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秘訣歌，希望未來將這首手語歌傳播

到每一個社區，讓人人都有保腎觀念，

年底前還將舉辦比賽，驗收社區學習成

果。（文、攝影／黃小娟）

臺中
三月一日

送健康到大里  健檢人數創紀錄

臺中慈院「送健康到社區」的腳步，

從三月一日起正式踏入臺中縣大里市。

沿著臺中慈院附近的旱溪，一路往南

三十分鐘車程才到達。這天，春天的驕

陽與呼嘯吹過的強風，迎接著臺中慈院

社區醫護團隊與藍天白雲，因為師兄姊

事前的愛灑耕耘，大里人的熱情參與，

讓這一天健康篩檢人數「破紀錄」，是

去年八月進入社區舉辦整合式健康檢查

與子宮頸抹片檢查以來，人數最多的一

次。子宮頸抹片篩檢達一百零五位、成

人健檢一百三十九位、一般健檢也有

六十四位，亮麗的成績鼓舞了整個團

隊。

民眾熱情響應 小場地發揮大功能

臺中慈院兩位醫師、十多位護理人

員、醫技人員與營養師，在大里市益民

國小的川堂、一間小教室、一臺子抹

車，不算大的空間裡，近四個小時，提

供了超過兩百位大德健康檢查以及子宮

頸抹片篩檢。再加上超過八十位藍天白

雲的志工，做為最堅定的支持力量，完

▌臺中慈院複合式篩檢活動首次到大里，獲得民眾熱烈響應，大里益民國小穿堂擠滿等待受檢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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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這項突破自我的任務，寫下臺中慈

院送健康到大里的「開幕好采頭」。

檢查項目包括抽血、驗尿、骨質密

度、血糖、視力、腰臀圍、血壓、身

高、體重、子宮頸抹片篩檢等，這已經

是每場大規模整合式健康篩檢的常態。

然而，這次在算是最小的場地中，卻完

成了最多人數，整個上午益民國小川堂

擠得水洩不通，八點就有人開始排隊填

單等待健檢，十一點結束時，人潮還未

散去。

大里鄉親熱情響應，原來是師兄姊提

早好多天，發出傳單、打電話，再加上

大里市衛生所協助安排，以及親友「呷

好道相報」的成果。其中，一位六十二

歲的李秀卿女士是因為先生陳由炎在臺

中慈院當志工時知道消息，要求太太來

做健檢；五十四歲的林春滿女士收到傳

單，帶著先生一起來，定期每年做子抹

篩檢的她，更當起「健檢宣傳人」，邀

請了超過五位親友一起檢查；長期來臺

中慈院回診的周春玉

女士也帶著自己的先

生鍾泰文來，從第一

關填表到最後一關，

完成所有的健檢。接

受檢查的鄉親，一周

後還會來益民國小領

報告，相約把健康帶

回家。

當天健檢最年長的是一位八十六歲

的林張招治婆婆，因為兒子從鄰居口中

知道有健檢的消息，幾乎沒做過子宮頸

抹片篩檢的林婆婆，剛好與慈濟健檢結

緣。笑容從未收起的她非常得人緣，一

路由志工李文芳、呂碧珠細心相伴，經

檢查後身體並無大問題，只有骨質密度

流失達負二點九，家醫科與疼痛專科陳

聰榮醫師叮囑她，要多曬太陽、多補充

鈣質，小心不要跌倒。

篩檢人數破百  推動子抹有成效  

社區子宮頸抹片篩檢這次首度突破

百人，由預防醫學部蕭德武副主任一手

包辦，已經有深厚經驗的他，當每位婦

女坐上檢查檯時，會不斷鼓勵她們放輕

鬆，嘴巴張開呵氣幫助篩檢順利進行，

檢查中，蕭主任發現婦女朋友可能有的

婦科問題，也會在檢查時現場簡單進行

衛教，有的也建議須到婦科進行就診，

用心為大里婦女的健康把關。完成緊湊

▌八十六歲的林張招治婆婆

也到益民國小參加她的第一

次健檢，笑口常開的她身體

也相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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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抹檢查後，因為健康諮詢還排著長

長人龍，蕭主任沒有休息，一下子抹

車，就馬不停蹄支援陳聰榮醫師，就這

樣，兩位醫師在一個上午協力完成兩百

多位民眾健康諮詢。

負責表單整理的志工岳林美琴是協

助蕭主任迅速完成子抹篩檢的功臣，她

笑說：「蕭主任今天速度很快，讓我有

快來不及的感覺。」另一位是在臺中慈

院急診服務的潘美伶護理師，急診工作

量在有限人力下是非常大的，但家住在

大里的美伶，趁著離家近、剛好上午沒

有排班的機會，臨時決定來幫忙，雖然

子抹篩檢的醫療器材處理並非她的強

項，但是美伶虛心向蕭主任學習，動作

越做越順，快結束時問主任「我有沒有

進步？」蕭主任肯定回答：「有！」這

天下午，美伶得上小夜班，但是周日早

晨在居家附近提供服務，讓美伶滿心歡

喜。

另外還有營養組吳美伶營養師帶隊

的四位營養組實習生——林建雄、鍾佳

真、陳建州、施望雄，這是他們第三場

參與社區健康營養諮詢，有別於在院內

直接清楚病人的健康狀況提供飲食調配

與建議，進入社區，才發現原來鄉親的

笑容這麼可愛，如此的友善親近。

經營健康兢兢業業

新芽茁壯半年有成

二○○八年中旬，臺中慈院從所在

地潭子鄉出發，到臺中縣豐原市、太平

市、大里市等地深入整合式健康篩檢的

觸角，從不到五十人參與，到人數逐漸

提升到超過百人，大里這一場更增加到

兩百人，預防醫學部與社區健康中心團

隊不遺餘力的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

再加上預防醫學關懷志工與社區志工的

護持，才能漸漸從新芽長大，臺中慈院

推廣預防醫學社區化的腳步不會停歇，

期許能照顧更多人，真正落實臺中慈院

是一所「看健康的醫院」。(文、攝影

／梁恩馨)

花蓮
三月十三日

「呼吸照護中心」揭牌

幫病患自主呼吸

經過多時的規劃與籌備，花蓮慈濟醫

院於三月十三日成立呼吸照護中心。由

醫師、呼吸治療師、護理師、復健師及

營養師所組成跨領域的專業呼吸團隊，

協助長期呼吸器依賴之病患早日脫離呼

吸器，重拾自主呼吸的能力及恢復生活

品質。

降階治療　回歸居家

十三日上午花蓮慈院成立「呼吸照護

中心」，由醫療執行長林俊龍、院長石

明煌、副院長高瑞和、衛生局醫政課楊

義青醫師、護理部主任章淑娟、呼吸照

護中心主任楊治國等人共同揭牌。石明

煌院長表示，根據衛生署所定訂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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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呼吸照護系統」(IDS,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降階治療原則，病人

在加護病房急性情況改善後轉至呼吸照

護中心準備脫離呼吸器，再轉至呼吸照

護病房，最後回歸居家照護。目前花蓮

慈院以加護病房的規模成立第二階段的

呼吸照護中心，不但可以紓解加護病房

的壓力，仰賴呼吸氣的病人也可以獲得

加護病房同等級的照顧、進行專屬的復

健運動，不但有助病情儘速康復，家屬

也能比較頻繁的探視患者。

幫助百分之五病人脫離呼吸器

花蓮慈院呼吸照護中心專責醫師劉迪

塑表示，許多病人因肺部或其他重大疾病

造成呼吸衰竭後，往往需要藉由插管及呼

吸器的輔助來維持正常的肺部生理運作。

大部分的病人經治療後七日內即可脫離呼

吸器。然而有百分之五的病人在治療三週

後，仍需仰賴呼吸器輔助。病患無法適時

脫離呼吸器的原因很多，包括肌肉無力、

電解質不平衡、內分泌異常或是肺部疾病

持續惡化等。長期使用呼吸器也會造成氣

胸或氣管軟化的病症，所以呼吸照護中心

的重點在於儘早找出病患呼吸器依賴的潛

在原因，採用漸進式的脫離步驟及整體性

的照護，這時包括復健團隊、營養師以及

呼吸治療師都可以介入，讓病人早日脫離

呼吸器。

▌花蓮慈院成立呼吸照護中心，由醫療團隊共同揭牌啟用。由右而左依序為、林俊龍執行長、楊治國主任、

石明煌院長、劉迪塑醫師、黃寒裕主任、楊福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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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護病房規格　專業團隊介入

花蓮慈濟醫院呼吸照護中心目前共

設置十床，比照加護病房規模，設有生

理監視器、加壓空氣、加壓純氧、抽痰

器、呼吸器以及多功能的病床等設備。

各床都有洗手臺，兩床之間就有一個工

作站，方便護理人員照顧每一個病患。

呼吸照護中心的團隊是由醫師、呼吸治

療師、護理師、個案管理師、復健師及

營養師所組成。針對不同呼吸衰竭的原

因，由專業團隊介入進行整體性的評估

與治療。呼吸治療師蕭春蘭就當場示範

如何為病人拍背引流痰液，以及如何為

病人做復健加強肺活量。呼吸照護中心

主任楊治國醫師表示，對許多連呼吸都

沒有力氣的病人，只是站十秒鐘都有困

難，護理人員以及專業團隊會視病人的

耐受度逐漸調整訓練強度，以幫病人脫

離呼吸器為終極目標。

花蓮慈院擔任東區急重症責任醫院，

許多重大傷患都或後送至花蓮慈院治

療，對於呼吸照護的需求性也越來越

強，呼吸照護中心的設置不但可以讓加

護病房的病床更充分提供給急重症病患

使用，也能提昇呼吸照護品質，造福更

多花東地區長期呼吸器使用之病人。

（文／吳宛霖　攝影／楊國濱）

▌呼吸治療師示範如何為仰賴呼吸氣的病人復健，幫助他們早日脫離呼吸器。左起呼吸照護中心主任楊治

國、呼吸治療師蕭美蘭、護理人員林家琪、護理長李惠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