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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熱潮休閒風，在臺灣各大城小鎮處處可見；騎上自行單

車，耀眼的陽光、徐徐的涼風、新鮮的空氣、邊休閒邊運動，

各地的自行車路線讓臺灣人的休閒假日健康又不寂寞；越偏僻

的路線越是令人喜愛。難以避免地，旅遊造成的意外或受傷，

也考驗著小鎮醫院的急重症治療能力⋯⋯

急重症應變  腦傷最棘手

連接花東縱谷山海間的瑞港公路也是許多單車遊客的喜愛路

線之一，六月底，一位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林老師特地安排了

腦傷搶救在玉里
文、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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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自行車空間體驗活動，帶著學生從桃園中壢來到東臺灣，

欣賞秀姑巒溪穿過海岸山脈的秀麗風景，誰知行經奇美路段

時，一位黃信溫同學突然地倒臥在路旁，鼻子和耳朵都滲出血

來，同時還有嘔吐現象⋯⋯

老師和同學們著急地趕緊連絡消防隊將黃同學送醫，經過了

近一個小時山迴路轉的車程，黃同學被送到了玉里慈濟醫院。

當日急診值班的骨科林紹錚醫師發現她的腦部有出血的情況，

立即連絡正在看門診的腦神經外科張玉麟院長前來會診，最後

確診為腦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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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張院長的門診病人們都正在等

候，他無法進刀房為病人手術，而且

加護病房處於滿床的狀態，也無法收

治，所以張院長告知，「病患必須立即

轉送花蓮(慈院)治療，否則會有生命危

險！」聽到院長的宣告，才知道會是這

麼嚴重，老師和同學們一時說不出話

來。

小鎮醫院發揮彈性 搶救旦夕生命  

在玉里慈院既定的運轉模式下，理應

將黃同學轉送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讓她獲

得最好的醫療資源，但⋯⋯身為腦神經

專科的張玉麟院長研判，她的腦出血的情

形實在是非常嚴重，危在旦夕的生命經過

沿途轉送的路程顛簸，以及時間倒數的變

化，即使順利趕送到花蓮，也可能影響搶

救品質，甚至有成為植物人的機率⋯⋯

張院長腦中以最快的思考速度沙盤推演，

這中間同仁取得心臟內科蔡文欽醫師同

意，確認他的一位病人適合轉出加護病

房，讓加護病房得以空出一床等候黃同學

手術後觀察用⋯⋯救人第一，張院

長決定暫停門診，向來看門診的數

十位鄉親們道歉，取得諒解之後，

立即進入開刀房為黃同學進行腦血

管栓塞手術，歷時四個多小時，順

利止血，黃同學終於脫離了險境，

轉入加護病房觀察。

從早上到過中午，幾個小時折

騰下來，同行老師和同學們都憂心不

已，也連忙聯繫黃同學的家人；在獲知

黃同學手術成功、已在加護病房休息的

那一刻，大家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在心

情放鬆的情形下，突然開始驚訝起來，

腦外科手術不是很精密、艱難嗎？這一

家偏遠的小鎮醫院竟然能夠做到。

戍守偏遠  每年急診破萬人

早期許多人都說花東公路是條死亡公

路，因為道路筆直、車速飛快，往往一

個不留神就會發生意外，其中又以腦部

創傷者最為嚴重，這條死亡公路也因此

變成一條救護車載送病患奔馳的道路。

也因為花東縱谷地形狹長、地處偏遠加

上醫療缺乏，每每當緊急事故發生後，

病患等待救護車趕至再送往花蓮或臺東

的大型醫院，往往送到時病患早已奄奄

一息、甚至回天乏術，若搶救回生命也

常因時間的延誤而造成嚴重後遺症，成

為家庭最沈重的傷痛與負擔。因此，一

間能夠提供二十四小時內外科急診、重

▌在東臺灣地區花蓮到臺東縣中點的玉里鎮

上，張玉麟院長的神經外科專業搶救了許許

多多的腦傷患者。圖為張院長進行腦部微創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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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處理、在第一時間替病患進行緊急開

顱、急救的醫院就格外的重要。

玉里慈院位於花蓮市及臺東市中心

點位置，地處臺九線和臺三十線的交會

處，為花東縱谷間唯一提供二十四小時

腦部開刀手術及照護的醫院，重要性不

可言喻。依據就醫資料顯示，玉里慈

院急診人數的統計，從二○○四年的

八千八百餘人不斷往上增加，從二○○

五到二○○八年，急診每年就診人數都

高達到一萬人以上，在人口稀少的鄉間

可見其「戍守要塞」的重要性。

馬來西亞的見證 小鎮醫療很專業

在玉里慈院急診檢傷當中，以車禍最

為常見。對於頭部外傷病患，從到達急診

室至進入開刀房手術，其中包含到院後醫

療評估及救護所需的所有等待時間，均控

制在五十分鐘以內完成，充分發揮了搶救

生命的良能，成為了花東縱谷間「守護生

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磐石。

在治療黃同學之前，張玉麟院長以神

經外科開顱手術的專業，已經搶救了許

多年輕珍貴的生命。多年前住在玉里鎮

的黃小妹妹騎著單車到田間找阿公，不

小心跌倒造成硬腦膜下腔出血休克，需

要立即接受手術治療，就是由剛到玉里

不久的張院長為他開刀，黃小妹妹隔天

一早就恢復了意識；家住臺東縣太麻里

的少年庭維，也是在颱風前為了幫忙家

人做好防颱工作而不慎從屋頂跌落，顱

內出血而生命一度垂危，因臺東縣沒有

醫院可以緊急處理，原本要轉送花蓮慈

濟醫院，途中又因為情況惡化、有生命

危險而緊急轉送玉里慈濟醫院。庭維的

父母從最初的膽戰心驚到感恩院方，庭

▌經過三次手術，馬

來西亞籍的黃信溫同

學已於七月中旬平安

出院，玉里慈院特地

為他祝福。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七月

46

特別企劃

Special Report

維的父親說，「還好有這麼一家醫院，

庭維才有機會站在這裡。」

而玉里小鎮的慈濟醫院，救命不分國

籍，最近已康復出院的黃信溫同學，是

馬來西亞國籍的僑生。馬來西亞趕來照

顧的姐姐，對於這家山谷小鎮的醫院，

更是驚訝中夾雜著無限的感謝，「當初

聽到妹妹在臺灣發生意外時，所有家人

都相當擔心，深怕醫療落後而無法救回

自己的家人。抵達花蓮後更發現，玉里

鎮竟是離花蓮市近一百公里的小鎮，心

裡不禁為妹妹的安危感到憂心。一直到

抵達醫院後，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多慮

了，因為這裡有完善的設備和優質醫療

服務，這都要感謝慈濟在這裡設立醫

院。」

艱苦經營  照樣日夜守候

院長張玉麟說：「過去在花蓮慈濟

總院服務時，發現許多民眾常因路途遙

遠而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如今在玉里服

務，就是希望在有限的時間裡，爭取救

命的機會。雖然，目前醫院經營相當艱

苦，在虧損的情形下還要維持急門診的

正常運作。幸好有慈濟基金會的補助，

讓這家醫院能在花東縱谷中段發揮搶救

生命的良能。」

深夜的玉里慈院急診室，無線電又傳

來了消防隊的通報，一名嚴重外傷的病患

即將到達玉里慈院，這時急診室的護理同

仁們只有短短的時間，就必須將一切準備

就緒。站在搶救生命的第一線，面對的傷

▌玉里慈院由張玉麟院長帶領的堅強醫療陣容，是讓民眾最放心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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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度總是最緊急而複雜，甚至生命可能

在轉眼間消逝，唯有用心的對待每一位病

患，以最純熟的技術，才能在最危急的關

頭，發揮守護生命的良能。在有限可運用

的醫護人力下，玉里慈院必須肩負最重要

的任務，負擔常常超出正常的工作量。但

是，工作壓力雖大，但護理同仁們依舊甘

之如飴、堅守岡位，不錯失任何一次搶救

生命的機會。

多功能護理  陪鄉親走向健康

「若說玉里慈院的醫療服務，就像是

一隻在湖面上優游的天鵝，而護理同仁

就是在水面下努力划水的雙腳。」林靜

雯護理長的描述，貼切地說明了在緊急

照護和手術治療之後，護理照護的重要

性。

在玉里慈院內，為了維持優質的醫

療照護品質，護理同仁總是需要扮演著

多重角色。除了對所有病人提供全人照

護外，還需兼任一般行政工作。工作量

雖大，卻不曾因此而影響服務品質，因

為每一位住院的病患，都是家人心中的

寶，更可能是經濟支柱。所以同仁們都

用心地照護每一位鄉親，將病患都當成

自己親人般膚慰。

在加護病房內，通常都是住著重症

的病患，有時生命就在呼吸之間，這時

護理同仁的壓力可想而知。然而在人力

不足的情況下，護理同仁除了照顧病患

外，有時還要兼負起社工的角色，一方

面照顧病患，另一方面還要向家屬解釋

病人的情況，避免他們擔心。有時，遇

到從外縣市趕來家屬，同仁們甚至會貼

▌玉里慈院啟業十週年，已累積許多「老朋友」，護理人員把握機會對民眾進行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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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為他們安排住宿。

加護病房的護理工作也是高挑戰性，

而玉里慈院的加護病房，工作壓力大、複

雜度高之外，又或許病情可能就在瞬間產

生變化；然而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球，護

理同仁們總能發揮所學，適切的因應，化

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而在專業的照護

之餘，更是付出溫柔的膚慰，陪伴鄉親走

向健康之路。雖然，生命也有盡頭，這讓

加護病房的護理同仁們更加珍惜每一次服

務病患的機會，期望所有的鄉親們都能平

安健康的出院。

腦幹旁腦瘤  

醫病互信勝風險

賴先生家住關山，是一位四十多歲

的病人，原本坐著輪椅的他，有一天竟

然自己走進醫院來看門診，雖然他的步

態仍有些不穩，但是和一年前的模樣相

比，已有天壤之別，當時的他因為腦

▌人力吃緊的狀態下，

玉里慈院的護理同仁多

半身兼多職，也訓練出

超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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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全身僵直坐在輪椅上，必須依賴著

家人的協助行動。

賴先生被發現有腦瘤大約是十年前的

事了，為了治療腦疾，詢遍各大醫院的

協助，並進行了多次腦部手術和電療，

卻仍舊無法根治，頭內的腦瘤總是在手

術後又再度復發，對於病情總有樂觀期

望的賴先生和家人們，漸漸的放棄了希

望。直到，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了玉

里慈院。

張院長仔細的看著賴先生的X光片及

各項檢查報告後不禁憂心了起來，因為

這是顆腦幹旁的腫瘤，腫瘤的位置和腦

幹相互黏結，手術的風險很高。當院長

同時詢問病人及家屬，對手術的風險性

了解多少時，賴先生和家屬都同聲回

答：「非常了解！」院長再進一步說

明，這樣的手術風險將高到「有可能死

在手術檯上，你還願意在玉里慈院接受

手術嗎？」病人及家屬都十分肯定的回

答：「我們都了解。」此時，張院長還

是擔心病人及家屬僅是聽到朋友介紹而

來就醫，況且這種風險極高的手術，實

在不宜貿然做下決定，因此委婉的請他

們回去考慮清楚之後，再決定是否到院

進行手術。短短的數天之後，賴先生便

在家人的陪同下來到醫院，並表明了願

意接受高風險手術的意願。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整個手術過程相

當的順利，病人在第八天後就出院返家休

養。手術前，對於一般人簡單不過的日常

動作，對賴先生來說都是一種折磨。例如

上廁所，往往要耗費一個小時才能完成。

還有吸吐氣，因為腦瘤的關係造成不定時

的呼吸困難，好似隨時都有可能失去生

命。然而，這一切都在手術後有改善了。

能夠正常的呼吸，讓賴先生和家屬心中的

壓力頓然全消，因為再也不用擔心會呼吸

停止，賴太太也不必再徹夜難眠，對病人

和家屬來說，能夠安穩的一夜好眠，就是

上天最大的恩賜。

雖然，手術後賴先生的身體仍會不自

主的抖動和必須依靠輪椅行走，但是身

體的狀況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在

▌玉里慈院的開刀房同仁也能隨

時應變，急重症手術的準備要在

最短時間內就緒。圖為手術前的

麻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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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期間，家屬還一度懷度賴

先生的生命能否撐過半年。幸

賴張院長和醫護團隊的支持與

鼓勵，讓賴先生度過最艱難的

復健療程，也讓家屬的顧忌都

多慮了。

如今，手術已滿一年，

賴先生已經能夠站起來自行

走路，看著病人逐漸的恢復

健康，這對醫護團隊來說真

是最好的回報。此時，同仁們懷著感

恩的心情，感恩病患和家屬當初對醫

療團隊的信心，也因為這樣的醫病互

信，讓賴先生能繼續邁向人生的未來

旅程。

在地醫療  品質升等

在花蓮慈濟醫院的門診奧援下，位在

花東縱谷中段的鄉親們，也能享有醫學

中心等級的門診治療。過去，鄉親們如

果有病痛，大家只知道受傷要看外科，

身體不舒服要看內科。而自從玉里慈院

成立後，讓大家對於看病這回事，有了

全然不同的認知。

而這一切都要感恩花蓮慈院醫師們的

用心。因為若不是他們願意犧牲個人的

休息時間，每天七點就從花蓮市出發，

花費近兩小時的車程，來到小鎮上看

診，那麼居民們就無法享受這樣優質且

多樣化的門診服務。因為眾人的愛心，

讓玉里慈院除了駐診醫師外，還能提供

十九項不同科別的門診服務。讓鄉親們

不必舟車勞頓到花蓮市就診，不僅省了

時間也省了荷包。

除了與醫學中心等級的門診，在以

病人需求為主的同理心驅使下，為了因

應農業社會生活作息特性，以及提供醫

療的可近性和可用性，玉里慈濟醫院於

二○○三年十月三日首創當時唯一的晨

間門診服務，讓看完病的鄉親們得以安

心下田耕作、學生可以不用請假到校上

課、一般民眾更可以正常上班。雖然，

同仁們因此必須提早兩個半小時上班，

大家依舊耐心的服務每一位就診的民

眾，而且越做越歡喜。因為，只要能解

決鄉親們的病痛，這就是最好的回報。

在這偏遠的縱谷小鎮上，由於大家的

愛心、耐心、用心、貼心和同理心，才

能讓鄉親們有機會享受五心級的服務，

體驗以人為本的優質醫療。

▌玉里慈院位於花蓮與臺東的中心點，

民眾一有緊急狀況，玉里慈院隨時待命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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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因緣法果  守護生命無價

回憶起這一切，張院長說：「我深

深的體會了因緣法果的真諦。『因』是

當初懷著救人的一命為目標，而決定當

醫生的初發心；『緣』是進入慈濟志

業，才能在一個充滿愛的醫療環境裡發

揮所長；『法』是幸有上人教導我正確

的耕耘方法，才能落實偏遠醫療服務；

『果』是讓我法喜充滿，總能在醫療過

程中獲得滿滿的善果實。」就如搶救黃

信溫同學的過程，當時正是人潮最多的

星期一門診，雖然繼續看診可讓較多的

鄉親受到照顧，然而立即手術卻可以挽

救一個珍貴的生命，讓一個年輕人重新

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三十年前，一九八○年一份雜誌《花

蓮報導》十二月號內的插畫，訴說了花

蓮南區的民眾處在就算被蛇咬傷也束手

無策、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困境。漫畫

家感受到鄉親們殷切期盼著一間能夠即

時救命的醫院而創作。十年前在匯集全

球慈濟人的愛心下，這個夢想終於成

真，一家能提供完整門診科別、二十四

小時內外科急診和全天候開顱手術的醫

院，在玉里小鎮上落地深根。

在醫療機構經營日趨艱辛的今日，在

不計盈虧的付出下，加上醫護同仁發揮

職志合一的精神，讓這座小鎮醫院在花

東縱谷中段，持續發揮著「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守護愛」的良能。

▌將近三十年前的插畫，就訴說著民眾期待慈濟能在玉里蓋醫院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