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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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慈院成立「癌症關懷之家」，讓病友們有問題不

需要長時間排隊掛號，且能常到這個「新家」來找志

工、個案管理師談心……

◆ 玉里慈院全力朝「健康促進醫院」努力，晨間門診的律動操讓

鄉親一早充滿活力，全院同仁也因此每天運動健身……

◆ 關山慈院的居家復健，這次來到海端鄉的錦屏部落，由院長領

頭首次家訪，讓獨居老人喜出望外……

◆ 臺北慈院提出了多樣護理創意作品，且融入減量再利用的環保

概念，以小構思讓臨床照護更順利……

◆ 臺中慈院兒童發展復健中心團隊首度前進梨山，協助評估篩

檢，幫山上的孩子把握黃金治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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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八月五日

癌症關懷之家揭幕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為了便利民眾落

實檢查，繼年初設立「癌症篩檢快速窗

口」整合各科資源提供快速篩檢服務，

日前更設立了癌症病友資源中心──

「癌症關懷之家」，要為病友與家屬提

供各項諮詢與轉介服務。

八月五日上午，由林俊龍院長、高瑞

和副院長、許文林副院長、癌症中心副

主任李明哲、劉岱瑋醫師、林雅萍督導

與志工代表謝靜芝師姊共同為「癌症關

懷之家」揭幕，宣告啟用。

分享園地 志工駐點

來到「癌症關懷之家」，將會有專責

人員與篩檢個案管理師提供有關癌症的

各項知識，包含各種癌症的說明、最新

治療趨勢、還有病人與家屬最關心的癌

症藥品說明，以及國內外癌症相關網站

的推薦、臨床試驗結果等等，除了幫助

病友及家屬正確認識癌症之外，高副院

長強調，「癌症關懷之家」還有平常就

在陪伴病友及家屬的慈濟志工駐點，用

病友與家屬最熟悉的親切態度，打造一

個溫暖的分享園地，陪伴著病友及家屬

共同勇敢的面對疾病，志工與個管師也

會針對每個患者的狀況提供心理、營養

等諮詢服務。

▌ 花蓮慈院林俊龍院長（左三）、高瑞和副院

長（左二）與許文林副院長（後排右三）、

癌症中心李明哲副主任（後排右二）、劉岱

瑋副主任（左一）與志工們共同為「癌症關

懷之家」揭幕。

▌ 高瑞和副院長（右一）與個案管理師吳麗月

（右二）為前來關心的病友說明目前癌症治

療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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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轉介零距離 

零期發現全治癒

高副院長表示，在治療癌症的時

候，其實只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通

常都能達到很好的治療效果，以子宮

頸原位癌為例，治癒率可達百分之

百。所以，除了在院內大廳旁設立

「癌症篩檢快速窗口」，還結合了社

區醫學部的資源，深入社區落實癌症

篩檢服務。而兼任社區醫學部主任的

許文林副院長則跟大家分享，由於各

科團隊的付出，從今年一月至今，已

經協助十一位民眾在原位癌時期就發

現病變，目前皆已成功治癒。

知道花蓮慈院要成立「癌症關懷之

家」，許多病友也前來關心，紛紛表

示有了這個「新家」以後，就能常常

來這裡找志工談心，有問題也不需要

長時間排隊掛號，在這裡馬上就能得

到回應。而有別於以諮詢為主的「癌

症關懷之家」，「癌症快速篩檢窗

口」設立在門診大廳服務臺，讓需要

的民眾一進入醫院就能找到的貼心設

計，也深獲認同。

花蓮慈院癌症醫學中心已經成立八

年，並在二○○八年獲得國家認證A
級，一直致力於推動癌症篩檢與治療

的服務。如今「癌症關懷之家」成

立，就是要提供更完善的癌症治療，

從預防、治療到關懷，全面地守護生

命、守護健康、守護愛。(文／黃思齊  
攝影／彭薇勻)

▌ 「癌症病友資源中心」擁有癌症醫學中心專責人員與志工駐點，讓病友及家屬能來這裡找志工談

心，不需長時間排隊掛號、馬上就能得到回應。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2010年8月

80

玉里
八月九日

健康促進醫院 同仁鄉親多運動

為了推廣「健康促進醫院」的概

念，玉里慈濟醫院今年起開始積極推

動全院體適能檢測以及「要活就要

動」生活公約，經過多次的活動參

與後，全院同仁對於健康生活已開

始凝聚共識。有了想法，更要付諸行

動，同仁們在張玉麟院長的倡議下，

決定利用每天晨間門診時間播放「幸

福美滿呼啦啦」影片，邀請全院同仁

及候診鄉親一起，幾分鐘的時間隨著

音樂、畫面呼吸、律動，果然神清氣

爽。期望藉著持續不斷的健身操活

動，培養人人每天運動的健康習慣。

醫護帶動健康操

晨間門診朝氣蓬勃

配合鎮民的作息，玉里慈院首創的晨

間門診，迄今即將屆滿七年，也獲得了

鄉親們的一致好評。為了更加落實健康

促進醫院的推動，原本民眾在清晨靜靜

地等待看診治療，如今多了一段「健康

操」，讓晨間門診多了一道預防保健的

功能。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資料，

每日運動不僅可增強耐力與活力，對於

心臟、體能、情緒與精神等都大有幫

助，更可有效預防或改善多項疾病。

負責帶動跳的門診護理同仁表示，每

當跳完健康操之後，會有點喘，不過卻

讓人感到更有精神，帶著滿滿的元氣開

始美好的一天。由於目前是健康操推廣

的初期，因此帶動的內容主要以暖身與

緩和運動為主，這對於初次接觸的民眾

來說，不僅不會有壓力，而且還覺得相

▌�由門診護理同仁所帶起

的晨間運動，讓清晨時

分的醫院診間，充滿了

陽光般的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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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鮮有趣，讓清晨的門診區展現了如

陽光般的朝氣和熱鬧氣氛。

每日運動三十分 體能健康齊促進

除了社區民眾的推廣活動外，目前醫

院還針對院內同仁設計每天三次的運動套

餐，分別為晨間的熱身運動、午間的進階

運動及下班後的有氧運動，平均下來每天

的累積運動量均超過了三十分鐘，對於個

人體能及健康的促進，有著正面且顯著的

影響。雖然目前參與的人數並不多，不過

參加的同仁信心滿滿，也樂於養成運動習

慣。感謝院方的推動，願意更注重同仁的

健康。畢竟，同仁保健康，是玉里慈院成

為健康促進醫院的根基，來院的鄉親看到

員工健健康康的，也會對醫院與同仁的專

業信任。希望藉由持續的推動，同仁與社

區的民眾都能常保健康，玉里慈院逐步朝

向健康促進醫院的目標努力。(文、攝影

／陳世淵)

關山
八月六日

小動作大愛心 居家復健送關懷

固守臺九線公路南段的關山慈濟醫

院，除了要處理急難醫療，也同樣要照

顧慢性病人，只是因為地廣人稀而讓照

顧的難度提升，各地區衛生所員工在其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若有照護需要而通

知我們，關山慈院都會義不容辭地承

擔。

在臺東縣，居家復健是由該地段的衛

生所護士到府訪視，做需求評估後轉介

到臺東縣衛生局，由衛生局派專員再次

到府評估，確認資格後就分派給負責區

域的醫療院所，到府進行居家復健及居

家護理衛教。關山慈院在二○○九年開

始為四位病人做居家復健。

▌�負責晨間門診的張院長可是天

天運動，因此影響了就醫的鄉

親，跟著一起「幸福美滿呼啦

啦」。

▌ 每天三次運動套餐，讓同仁們也「動了起來」，

徹底落實「要活就要動」的生活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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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衛護士孫美琪又接

獲衛生局通報，一位七十三

歲的周伯伯是低收入戶，未

婚獨居，因中風而右側偏

癱，日常生活可由居家服務

人員協助，如家事服務、送

餐服務、代購物品、協助沐

浴等，可是需要居家復健，

所以請醫院協助。

美琪於八月四日向潘永

謙院長報告此事，需要安

排醫師前往，院長知道後

立即答應於八月六日由他

去。

周伯伯住在靠近池上

鄉、隸屬於海端鄉的錦屏部落，距離關

山慈院約十五公里，是一個原住民部

落。訪視前，美琪一直聯絡不上周伯

伯，但大家還是決定按計畫前往。潘院

長利用在車上的時間了解周伯伯目前的

狀況，與美琪討論。抵達時，幸好周伯

伯在家，正在用餐。伯伯看見我們來了

還起身歡迎。接著，院長為周伯伯評估

身體的復健需求，仔細地依據評估表問

了二十幾個問題，也做了幾項手部及腳

部動作，確認關節機能是否正常，也檢

查目前用藥情況。伯伯無法自行來到醫

院復健，詢問醫院的交通車接送是否可

行？但因目前我們的交通車沒有海端路

線，最後決定請醫院的復健師每周一次

到伯伯家中為他進行復健治療。

最後，院長叮嚀周伯伯要準時吃藥，

走路時還是用輔助器以免跌倒等危險。

除了醫療方面，院長也關心伯伯的日常

起居，美琪說明有公所護士送餐以及沐

浴協助，大致上沒有問題。臨走前，周

伯伯很殷切地跟我們揮手再見，好像很

捨不得我們離開，院長囑咐美琪儘快幫

忙安排後續的關懷，別讓伯伯感到無

助。

在關山，走出院外居家訪視、復健，

光交通時間至少一兩個小時，加上至少

醫師、護理師、行政同仁兼司機三個人

力，怎麼算都不符合經濟效益，但是對

沒辦法到醫院的病人，卻是最貼心也最

迫切的服務；讓病人知道自己仍受到關

心，進而能愛惜自己的身體，就是關山

慈院同仁最大的成就。(文／黃坤峰  攝
影／孫美琪)

▌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親自到周伯伯家中進行

身體復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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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八月十二日

護理創新好作品 環保減量加巧思

上午八時卅分，三樓行政會議辦公室

擠滿了護理部的同仁；會議室的桌上擺

滿了九樣看起來很特別的東西，也就是

今天的主角──護理創新作品。護理部

邀請了院部主管以及行政主管評選這九

件作品，要角逐臺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所舉辦的「護理創新競賽」。

護理部滕安娜督導表示，這九件作品

都是基層護理同仁從臨床護理工作中激

發出來的創意作品。而所有作品除了符

合巧思與創新的精神外，還融入了減量

再利用的環保概念，用最少的費用，發

揮最大的效益。每件創意作品除了能讓

護理工作更加便利，也考慮到感染控制

與工作安全。而確保病人能夠擁有最優

質的護理照護，推廣到其他單位的臨床

應用，更是這些作品的最終目的。

臨床創意紛出籠 安全感控不馬虎

九項創意作品各有巧思，讓齊聚一

堂的評審們頗費思量。除了護理部的主

管，趙有誠院長、張耀仁副院長、徐榮

▌ 臺北慈院護理創新作品競賽，九項作品各有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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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副院長、游憲章副院長圍一個圓桌，

另外喬麗華主秘及主要主管們也仔細聆

聽各作品的創意簡報。

「預防跌倒」是臺北慈院持續推動的

病人安全之一，護理同仁設計「防跌隔

板」，防止病人自病床欄縫隙中滑出，

造成跌倒的危險，這項巧思在二○○七

年已獲得公會護理創新獎的肯定。但經

過使用，躁動或情緒不穩定以致無法遵

從醫囑在病床上休息的病人仍可能攀越

隔板下床，導致更嚴重的跌倒意外。若

採用約束病人手腳的方式，病人與家屬

也多半不願意，因此，護理同仁利用布

料設計出「捕跌網」，只要將捕跌網綁

在床欄上方，病人可自由活動手腳卻無

法立即起身隨意下床行動，不但可以預

防跌倒危險，也不會讓病人有被約束的

不舒服感受。

而針對小病人，護理也發揮巧思。好

動的小病人可能一不小心就會將點滴注

射管從點滴瓶拉脫，破壞了靜脈注射的

密閉性，容易造成感染問題，因而引發

兒科病房同仁研發出「點滴連環扣」，

這項發明也已獲得公會的護理創新獎肯

定。但這項創意遇上小朋友好動的能量

還是會導致點滴瓶上的吊環被拉斷！萬

一碰到這種狀況，只能重新更換一組點

滴，但是遇到加藥的病患就變得很難計

算藥量，若將點滴組與點滴拔開重新裝

設，又會破壞密閉性與感染疑慮，因此

兒科病房同仁再次發揮巧思，運用一千

毫升的空點滴瓶、魔鬼氈及塑膠環扣，

改裝成「點滴瓶防護小背心」，若有小

朋友再把點滴瓶的吊環拉斷，只要幫原

▌ 護理同仁利用布料設計的「捕跌網」，讓病人可自由活

動手腳，也可預防跌倒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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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點滴穿上這個小背心，又可以繼續

施打，安全又方便。

可攜冰枕脫穎而出 祝福全體獲獎

關節手術的病人常需使用冰枕袋冰敷

來減輕術後疼痛，但原有的冰枕袋不方

便固定於關節處，常有滑脫現象。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骨外科病房同仁集思廣

益，設計了方便固定於關節處的攜帶式

冰枕袋，可以完全包覆關節，且方便病

人活動，不會有滑脫的問題。由於使用

方便，甚至有病人向護理同仁索取，以

便出院後可以繼續冰敷使用。

病房感染問題同樣也是病人安全所

關注的項目之一，呼吸照護中心同仁從

文獻中發現，落實環境清潔亦可進一步

減少交互感染狀況，於是構思出「抽痰

用品置物籃」，以及「尿布不落地車」

的誕生。也由於這兩項創新用品實際運

用在呼吸照護中心，不但使護理同仁執

行護理工作相當便利，並可維持病房環

境整齊與清潔，使得該中心在二○一○

年七月的感染率，低至僅有千分之二點

九六。

另外還有利用馬尾夾所製作的的尿袋

懸掛器，用化妝海綿製作的防壓瘡新潮

面罩，以及在狹小空間方便使用，亦可

保護病患與同仁安全的簡易攜帶式針頭

收集盒……。評審結束時，趙有誠院長

給予全體護理同仁最高的肯定與評價，

也鼓勵所有的作品送護理師護士公會參

加比賽，亦祝福大家都能獲獎。(文／

馬順德  攝影／簡元吉)

臺中
七月廿七日

兒復團隊 前進梨山  

兒童發展評估暨復健中心團隊的首度

遠征，是要幫梨山地區發展遲緩兒進行

評估篩檢。驅車穿過一片片白霧，繞過

一座座山頭，大雨陪著一群人從臺中慈

院出發到歸途，都沒離開。因為路途遙

遠，團隊成員廿六日傍晚下班後，就先

上清境農場暫宿一晚；廿七日清晨，繼

續前進梨山。

地廣人稀少兒科 上山到府評估

梨山人口約三千人，但只有三位醫

師駐診，還兼衛生所急診業務，加上五

位專任與五位兼任護理師，醫療人力有

限，部落相隔遙遠，居民要就醫，只能

往宜蘭、花蓮或是埔里跑，更遠得到臺

中縣市，想到醫院就醫，一趟來回至少

要百里山路。

梨山衛生所護理長傅蘭美看到臺中

慈院小兒科李宜准醫師大老遠來，又驚

又喜，因為當地並沒有小兒科醫師。護

理長表示，當地六歲以下兒童目前約有

二十位，疑似有發展問題者初步統計約

有四到六位，醫療團隊一個上午評估了

三位幼兒，也往診家訪看了一個家庭的

四個孩子。

聽聞有位徐太太住在較遠的環山部

落，最近剛生完第四胎，李宜准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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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宛育社工師跟著衛生所人員前去家

訪。徐太太有精神官能症，鄰居對她的

印象就是不斷大肚子、生產。果真小小

平房裡密不透風，六歲的大女兒、兩個

妹妹與剛出生的弟弟，全家人共擠在一

張彈簧床上，廁所堵塞，孩子大小便也

在另一間房間。

平常很少與鄰居接觸的徐太太，因為

李宜准醫師親切的態度融化了防衛心，

男主人經常外出務農，因此孩子的教育

除了母親就是電視，初步判定孩子有語

言發展遲緩現象。由於無法來到衛生

所，進一步評估較困難，李醫師建議她

可以帶孩子到宜蘭博愛醫院做進一步檢

查；吳宛育社工師鼓勵衛生所護理人員

有機會可以多來徐家拜訪，也打算準備

兒童玩具寄上山。

遊玩中觀察  把握黃金治療期

「來，玩車車、堆積木好不好？叫媽

媽、阿姨……」復健師們成了孩子的大

玩伴，帶來各式各樣評估「玩具」，觀

察幼兒在遊戲中的各種動作。三位復健

師的陪伴再加上兩位醫師詳細的問診，

包括親屬疾病史、過敏史，孩子的大小

動作、視覺、聽覺、語言、口腔、認知

等等，社工師也在旁輔助了解孩子的家

庭背景、母親懷孕時的細節，共同為幼

兒進行發展評估。

吳宛育表示，孩子會發展遲緩，原因

包括先天基因、環境、家庭力量、社會

心理等因素。若孩子超過六歲，就必須

尋求特教資源，讓老師成為孩子生命中

的重要第三人；若孩子介於零到六歲，

▌ 臺中慈院小兒神經科李宜准醫師細心地

幫孩童做確認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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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透過醫療院所、健兒門診、新生

兒篩檢、托兒所老師等資源介入或發

現。只是礙於有部分家長不願帶孩子做

鑑定，使得有些孩子因此錯過三歲前的

黃金治療期。

早期療育的確是一個漫長路程，這次

來到梨山，雖然是許多場次中，路程最

遠、篩檢評估人次最少的一站，對醫療

團隊來說，也許能提供的協助有限。但

是與梨山衛生所護理人員溝通，就像撒

播衛教種子等待發芽，帶給地方早療的

知識，鼓勵當地資源就近服務鄉親，發

現有遲緩兒個案可以轉介到醫院。

孩子的未來有無限可能，能夠幫助孩

子進行早療，把握三歲前，一年抵未來

十年的黃金治療期，是臺中慈院成立兒

復中心的初衷，這也是臺中慈院少數配

合衛生主管機關的計畫案，著實難得。

更重要的是臺中縣山線偏遠地區發展遲

緩孩子，過去缺乏專責醫院協助，有臺

中慈院的加入，更能一同協助守護在地

的孩子們。目前，臺中慈院面臨復健科

醫師人力不足，惟有醫療團隊支持力量

被重視，才能讓兒復團隊發揮更大的良

能，繼續為臺中縣和平、東勢、新社、

神岡、大雅、后里、石岡等七個鄉鎮的

兒童帶來福音！(文、攝影／梁恩馨)

▌ 梨山衛生所護理師與臺中慈院復健治療師一齊觀察幼兒於遊戲中的各種動作與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