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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呀盼，等了十五年，終於輪到我……」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第一千九百例捐贈者的感恩話語還在耳邊未

歇，第兩千例已在二○○九年十月誕生，慈濟骨髓捐贈

也邁進新里程。

   因為每位捐贈者的大愛，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一路走

來，從一開始每年只有數名捐贈者，迄今平均每月有三

十多位，一年內就有三百多位捐髓者參與了搶救生命的

使命，這份「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清水之愛如今已

經廣被國際，有二十七個國家的病友受惠，「髓」愛川

流不息，也跨越了種族、膚色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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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緣」是一條用愛來克服重重困難
的無悔路。最讓人感動的是捐贈者和家
屬的大智慧與大勇氣，他們為了不認識
的陌生病患，欣然成就搶救生命的人間
美事。

而為了護持捐贈者愛的造血細胞能
夠順利的注入患者體內，過程中，有太
多太多難度需要克服。除了慈濟志工全
程陪伴讓行程運作更順暢之外；還有一
些流程，是需要捐贈者所在地的專業醫
療從業人員的投入，才能圓滿達成，例
如抽血、或是注射生長激素等。而這些
步驟必須要感恩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合作的醫療院所。在地的他們，不但協
助評估捐贈者是否適合捐贈，照顧捐贈
者；還在捐者完成捐贈後，持續關心捐
者的健康，使骨髓捐贈之愛的循環圓滿
不息。

起初在慈濟醫療志業六家院區中，

為捐贈者進行健康檢查、採集骨髓幹細
胞，只集中在花蓮慈濟醫院和大林慈濟
醫院進行。而自二○○三年八月慈濟開
始收集周邊血幹細胞起，因捐贈者在採
髓前須注射生長激素，且考量捐贈者的
方便性及即時性，才將「生長激素注
射」以及「捐髓手術術後追蹤」等常規
醫療作業委託慈濟其他院區與在各地的
愛心醫療院所一同協助。

關鍵步驟不起眼 友善院所鼎力助

別小看這常規的生長激素注射、術
後追蹤作業，合作的醫療院所的醫護人
員必須配合度很高、且充滿愛心才能夠
長期協助。以捐贈者生長激素注射為
例，必須在注射前三天就為捐贈者抽血
檢驗，之後必須連續五天，每天注射一
劑生長激素不得中斷，且醫師必須觀察
捐贈者在注射後的身體變化。而且施打
生長激素的作業，經常需要在假日時執
行，也就是說這些合作診所的醫護人員
也須配合捐贈者的時間犧牲假日，耐心
的服務捐贈者，更可貴的是，執行這項
業務不收取任何費用，完全是發自內心
的志工服務。

隨著醫療科技發展，週邊血幹細胞
收集，已成為醫界趨勢。慈濟推動周邊
血幹細胞收集也將屆七年，逐年增加的
年捐贈者超過七成。自二○○八年十二
月花蓮慈院啟用第二收集室以來，現在
一個月約三十例的骨髓幹細胞捐贈者當
中，九成以上屬於周邊血幹細胞捐贈。

▌宜蘭林英達醫師(左三)的夫人(左二)本身就是捐

髓者，這也成就林醫師承擔東部宜蘭地區協助捐髓

者的醫療照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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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若採用骨髓捐贈的方式，

術後需追蹤四年；但採用周邊血捐贈，

則需追蹤長達十年。由此可見，合作醫
療院所承擔的業務量是長時間且可觀的
服務。

但這份短則四年，長則十年的醫病互
動，對於捐贈者與其家屬來說，卻是非
常重要！有捐贈者說，看到合作醫療院
所醫護人員的友善和敬業態度，總是能
夠讓他們的心安定下來，因為他們知道
自己會在最安全的呵護下，完成捐贈的
心願。

也因此，每逢歲末，慈濟骨髓幹細胞
中心除了感恩捐贈者與關懷志工的付出
之外，更會專程拜會、感恩合作的醫療

院所，感謝他們無所求的付出與百分百
的支持。

舊雨新知護髓緣 環島探訪逐感恩

二○○九年底，兼任中心主任的石
明煌院長、楊國梁副主任、醫務部陳淑
惠主任以及骨髓捐贈與關懷小組總幹事
陳乃裕、花蓮慈院血液腫瘤科王佐輔醫
師等人踏上環島感恩之旅，帶著證嚴上
人的福慧紅包、「有您真好」的感恩匾
額，配上富有環保意義大愛感恩科技公
司以回收保特瓶抽絲製成的圍巾，並分
享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第一本雙語年
報，逐一拜訪合作的醫療院所，獻上最
虔誠的感恩與祝福。

這趟歲末感恩祝福旅程，洋溢著歡
喜與溫暖。第一站抵達宜蘭林內兒科診
所，林英達醫師的夫人也是愛心捐髓
者，她在二○○五年捐贈周邊血幹細胞
之前，就是在自家診所注射生長激素，

爾後並進行術後追蹤。林醫師愛屋及
烏，自此承擔起宜蘭縣內周邊血幹細胞
捐贈者的生長激素注射與術後追蹤服
務，成為捐贈大德的守護者。

基隆市內，素以熱心公益著稱的黃勝
雄醫師，同名診所在疼痛治療上頗受病
人肯定。這回遇到疼痛治療專家石院長
登門感恩，就如遇到知音般歡喜，滔滔
不絕分享疼痛治療的方法與心得。

▌王成俊醫師（右一）是第一位協助慈濟抽髓助人

的醫師，多年來仍熱心協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

運作，並與石明煌院長（右二）、骨髓關懷與捐贈

小組總幹事陳乃裕（右三）等代表感恩的骨髓中心

團隊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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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取髓醫師  十數年如一日

臺北啟誠聯合診所王成俊醫師是「髓
緣老友」。一九九四年，當時擔任三軍
總醫院血液科主任的王醫師，也是為慈
濟第一位捐髓者抽取骨髓的醫師，在當
時，捐贈者是到受贈者所屬的醫院取
髓。而後王醫師就與中心結下很深的緣
分，熱心熱情的幫助捐贈者、關懷捐贈
者，十多年如一日，從來沒有改變過。

小診所妙人醫

桃園振益診所的白振益醫師是慈濟人
醫會的醫師，曾經為配合捐贈者時間，

在午夜十二點為捐贈者施打生長激素，

令捐贈者及關懷小組志工非常感動。

新竹林正弘小兒科診所的林醫師假

日投入慈濟人醫會義診，平日更是樂於
配合隨捐贈者的需求。經營新竹「曾文
智曾文怡聯合診所」的是一對兄弟檔醫
師，兩人合心協力為捐贈者服務。竹南
大眾醫院的陳豐熙院長則與石院長是同
班同學，石院長對於老同學的鼎力相
助，非常感動。

而在中區，紀泌尿外科診所的紀邦杰
醫師，本身就是中區慈濟人醫會的召集
人，除了經常參與慈濟海內外義診勘災
外，也非常支持骨髓捐贈這項意義重大
的活動，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副主任
就非常推崇紀醫師長年來的護持與號召
同業支援的努力。

彰化健恩診所是一家在田中央的診
所，自然又自在，李國正醫師是慈濟人
醫會的醫師，李醫師家的師姊詹麗娟則
承擔骨髓關懷小組的任務，平日即精確
的掌握捐贈者資訊。

而在南投竹山秀傳醫院謝輝龍院長不
僅是慈濟人醫會的醫師，更時常提供建
議給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讓業務推動
更加順暢。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醫務部陳淑惠主任(左)獻上

感恩匾額給白振益醫師，感恩他不辭辛苦的配合。

▌林政弘醫師假日投入人醫會，平時也只要有需

要，即會提供骨髓捐贈的相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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篳路藍縷勤勸髓 無私人醫隨處現

感恩足跡來到南臺灣，臺南葉太原醫
師經營的同名診所更是慈濟人醫會義診
的熟面孔，「先生娘」胡曉萍師姊是慈
濟委員也參與骨捐關懷小組，曾圓滿過
多位特殊捐贈的個案，胡師姊將捐贈者

的健康及意願做為首要的考量，貼心的
設想受到捐贈者高度肯定。

長期以來，屏東地區的捐贈者都必須
到高雄去注射生長激素、做術後追蹤，

往返耗時又費力；直到屏東長雄診所林
長雄院長承擔起照顧屏東區捐贈者的重

▌建恩診所李國正醫師（左四）與夫人詹麗娟（左

三）全力支持人醫會與骨髓捐贈，他們的溫情也讓

這所田中央的診所充滿人情味。

▌屏東長雄診所林長雄院長（左二）承擔起照顧屏

東區捐贈者的重任。爽朗的林院長看到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人員來訪而開心不已。

▌竹山秀傳醫院謝輝龍院長（左二）不僅是慈濟人

醫會醫師，也常提供建議給骨髓幹細胞中心。

▌葉太原醫師（左三）與夫人都熱心投入人醫會與

骨髓捐贈，總是貼心為捐贈者著想。謙沖的葉醫師

與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副主任（右一）、花蓮慈

院王佐輔醫師（左二）以及骨髓捐贈與關懷小組總

幹事幹陳乃裕交換心得。



人醫心傳
2010年1月

63

髓緣

任，讓在屏東區的捐贈者及關懷小組終
於放下心中大石。

高雄惠仁醫院的林榮宗院長與已因
癌症往生的許雪娥師姊，二夫妻從慈濟
籌備成立骨髓資料庫開始，就投入相當
多的心血。大愛劇場「生命的陽光」，

可以見證骨髓資料庫創立以來的蓽路藍
縷、勸捐的困難，更可以看到林榮宗伉
儷對骨捐的護持。

回顧去年十月，受芭瑪颱風影響，

緊急將原訂於花蓮慈院捐贈周邊血幹細
胞的捐贈者，安排至臺大醫院、臺北榮
民總醫院採集。在僅僅一天的聯絡時間
內，兩院輸血醫學科排除困難，協助為
捐贈者採集周邊血幹細胞，讓受贈者能
夠順利完成幹細胞移植。石院長此行也
特別代表中心，拜會台大醫院與台北榮
民總醫院，鄭重表達感恩之意。

髓緣艱辛路，因為有這許許多多的醫
療院所與醫護人員無私協助與護持，才
能讓搶救生命的任務運作順利，他們悉

心守護著捐贈者的健康，這份愛與關懷
不僅深深打動了捐贈者與家屬的心，更
引領捐贈者進而加入慈濟志工的行列，

圓滿髓緣互愛的歡喜心路。

▌高雄惠仁醫院的林榮宗院長（右）從慈濟籌備成

立骨髓資料庫開始，就投入相當多的心血，現在他

依然在診所用心的為病人看診，也繼續護持骨髓資

料庫的運作。

▌臺大醫院也曾在颱風天代為為捐髓者施打生長激

素，石明煌院長致贈福慧紅包給輸血醫學科，羅仕

錡主任歡喜接受。

▌石明煌院長拜訪臺北榮民總醫院當面致謝，輸血

醫學科邱宗傑主任仔細閱讀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年

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