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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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慈院正式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國際會員，

藉由五項計畫的推動，讓全院及社區都能感受健康促進所帶來的

幫助……

◆ 復健是一項需要耐心與毅力的過程，關山慈院一年一度的復健病

友會，病友們彼此加油打氣，讓人難忘又期待……而知名飯店一

場清晨火警，也考驗著急診室醫護同仁大量傷患的應變能力……

◆ 臺中慈院平時負責診治與下醫囑的醫師，因為住院的經驗體悟到

護理的辛勞，也藉由體驗護理工作，對醫病互動的改善有更多的

收穫……

◆ 元宵時節細雨紛紛，但臺北慈院內的心蓮病房卻暖烘烘，醫護人

員拿出吉他、秀出溫柔的手語，讓所有病患與家屬被愛與關懷緊

緊圍繞……

◆�清水之愛再添新例，慈濟骨髓資料庫再次跨越國界種

族，首次將溫熱的造血幹細胞送到遙遠的北國俄羅斯，

為等待的生命送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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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三月一日

清水之愛添新例  髓緣首牽俄羅斯

仔細比對、再三確認，因為一袋造血

幹細胞就是一條寶貴生命的重生希望！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跨越國界種族將

髓緣之愛首次傳到俄羅斯。三月一日上

午，來自俄羅斯的歌羅瓦契娃醫師 (Alla 
Golovacheva) 從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

俊龍手中接過周邊血幹細胞，成為慈濟

骨髓資料庫第兩千四百一十七捐贈案例。

巧妙配對成功 遠赴海外取髓

慈濟花蓮慈院骨髓幹細胞中心的骨髓

資料庫，從一九九三年創立到今年二月

底，骨髓及周邊血幹細胞，捐贈案例數

已累計有兩千四百一十七例，加上而這

次跨國來臺取髓的俄羅斯，目前已經供

髓至全球二十八個國家。花蓮慈院骨髓

幹細胞中心副主任楊國梁表示，雖然之

前曾經有過兩例與俄羅斯個案配對成功

的案例，不過後來都因故取消，一直到

二○一○年年底，花蓮慈院骨髓幹細胞

中心接獲海外骨髓資料庫申請，要搶救

一位位於俄羅斯的個案，才又牽起這段

髓緣。

歌羅瓦契娃醫師表示，由於不同人

種「免疫基因型（HLA）」的差異性，

以往俄羅斯的捐贈個案大都來自歐美國

家，這次是透過德國的骨髓資料庫轉介

才找上慈濟骨髓資料庫，經由韓國轉機

到臺北再到花蓮，單程就要花上十幾個

小時，抱著慎重的心態來到臺灣取髓。

楊國梁副主任表示，在配對過程中，

主要是針對雙方的「免疫基因型（HLA）」

共十個位點做比對，通常十個當中有八個

符合就能進行移植，而這次的案例是十個

位點全部符合，機率大約僅有百萬分之

一，而且跨種族要全部符合的可能性又更

小，所以，真的是很難得的因緣，也祝福

接受這份造血幹細胞的個案能早日康復。

（文、攝影／黃思齊）

▌來自俄羅斯的歌羅瓦契娃醫師（右）與骨髓幹細

胞中心同仁再三確認捐贈資料，因為一袋造血幹細

胞就是一條生命寶貴的重生希望！

▌從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 ( 左 ) 手中接過周

邊血幹細胞，歌羅瓦契娃醫師將帶著溫熱的愛趕回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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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二月二十八日

加入世界級網絡  

國際接軌推健康

玉里慈濟醫院於二月二十八日獲得了

臺灣健康醫院協會的肯定，正式成為世

界衛生組織 (WHO) 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

國際會員，得知這項消息讓全院上下都

相當興奮，因為近一年來在大家的合和

互協之下，藉由同仁、病人、社區、環

境及心靈等五項計畫的推動，讓全院同

仁及社區鄉親都能感受健康促進醫院對

每個人所帶來的幫助。

玉里慈院位於花蓮市與臺東市的交

接，除了發展急重症醫療照護以外，健

康促進的計畫已行之有年，玉里慈濟醫

院在二月十日接受了首次的委員訪查，

並在二十八日獲得了臺灣健康醫院協會

的肯定，正式成為世界衛生組織 (WHO)
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國際會員。

以人為本  貼心設計受矚目

十日當天的審查委員是臺灣健康醫

院學會的黃暉庭理事長及洪錫隆副秘書

長，訪查過程中黃委員相當肯定以病人

為中心的服務構想，務必要將這樣的設

計帶回臺北推廣，像是病房內預防高危

險群跌倒的機制，做法是先將容易跌倒

的高危險群作統計，由護理同仁定時巡

房查看，保障病人的安全；另外一項「病

房陪病椅」則是特別為探病的家屬所做

的貼心設計。此外，身兼高齡友善訪查

工作的洪委員，在得知玉里慈院也參與

了高齡友善健康照護的推廣，便利用難

得的訪查機會，提出改善與建議，讓隨

行人員獲益良多。

▌臺灣健康醫院協會審查委員們對於病房內病

床陪病椅的貼心設計相當趕興趣，隨行委員的

助理拍照留下紀錄。

▌正在急診值班的醫務部陳岩碧主任 ( 右一 )，

管理室唐昌澤主任（右二）把握空檔和擔任委

員的洪錫隆副秘書長（左一）與黃暉庭理事長

（左二）經驗交流。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2011年3月

78

＞＞ 慈濟醫療誌
 

五項計畫齊推動  

編織社區健康網

玉里慈院在當地所推動的健康促進，

透過與慈濟志工一同配合投入居家關

懷，來照顧偏遠地區的民眾；更舉辦銀

髮族福氣站，帶動鄰里互助，由健康的

人照顧有需要的人。不但長者的生活能

力與品質得以維持，也能從中培養出種

子志工，向外去帶動社區的學校機關來

投入。而在院內，每日例行的晨間健康

操，從同仁帶頭做起，進而吸引了許多

來院的民眾加入。藉由同仁、病人、社

區、環境及心靈等五項計畫的推動，讓

參與的人都能感受「健康促進醫院」所

帶來的幫助。張玉麟院長表示：「此次

能順利成為網絡會員，除了是對同仁們

付出的肯定，更是持續推動健康促進的

開始，未來將會落實各面向的計畫，如

下：

同仁計畫 ── 持續推動日日健康操，讓

運動成為習慣。

病人計畫 ── 全院性手部清潔運動和推

廣高齡友善以落實全人醫

療。

環保計畫 ──落實減量清淨在源頭。

社區計畫 ── 落實社區健康促進、預防

保健和老人日托。

心靈計畫 ── 持續辦理讀書會，營造玉

里靜思堂成為社區人文新

據點。

( 文 / 羅又仁　攝影 / 陳世淵 )

▌每天上班前醫院大廳都會有同仁帶動健康操，期望從醫院同仁帶頭做起，進而帶領社區民眾加

入健康促進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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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二月十九日

年度復健病友會  

心路分享共勉勵

復健是一項需要耐心與毅力的過程，

二月十九日是復健科一年一度的病友

會，想到病友們相聚在一起的笑容，籌

辦活動的復健科及醫院的志工、同仁掏

空心思忙碌的準備活動內容，舉辦的地

點不侷限在治療室內，而是選在戶外，

期待能讓病友們藉由互動來彼此加油打

氣，提高復健的效率與動力，活動間

除了有愛心點心、有團康活動，還可以

聽聽其他病友精采的心路歷程，目的就

是希望藉由病友們彼此的分享傾聽，讓

大家能抱持積極的想法來看待復健的過

程。

勇敢分享復健心路  

溫馨聚會互相打氣

今年地點選在關山的曾先生家。曾

先生是每年病友會活動的固定班底，而

這次他義不容辭的邀請病友們到他家同

聚，並與工作人員協調場地、整理庭

院，為了避免下雨影響活動，更是貼

心的在屋外搭起棚子營造寬敞舒適的空

間。

病友會當天，醫院的同仁及志工早早

就到現場布置，廚房阿姨也預備鮮美的

菜餚及麵食、飲品，活動還沒開始，有

的同學已經提早抵達會場，志工熱心的

帶領他們入座，而參與活動的每一位同

學都有特製的姓名名片，方便別在衣服

上彼此自我介紹，互相寒暄聊天。而一

直有機會在診間與復健病人互動的潘院

長，當天也來捧場，看到病友們隨著復

▌志工邀請復健病友們一同跟著「不老歌」的

旋律來活動筋骨。

▌桌面上擺著準備好的餡料和水餃皮，讓病友

們自己動手做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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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日漸好轉，更是感到欣慰和高興。病

友會也在院長的加油打氣下拉開序幕。

接著，大家依序自我介紹，而熱心提

供場地的曾先生也分享了他復健的心路

歷程，因為下肢行動不便更伴隨其它生

理的病痛，他搭乘交通車來做復健，藉

著運動逐漸增加行走能力，也減輕了疼

痛，因此他鼓勵病友們不要怕辛苦並持

續做復健；同樣的狀況，因為院長的一

句話「加油喔！」，徐先生比誰都勤勞

的復健，每天不間斷的到復健科報到，

從無法行走到可使用助行器走路，連主

治醫師都大呼不可思議！而謝女士也因

為疼痛減輕能夠繼續工作，她身上散發

出源源不絕的活力，正向的態度更是激

勵了許多人。

醫病同樂好時光

歡唱青春永不老

主辦的復健科同仁還準備了歌

曲及帶動唱跳，像是「望春風」

與「難忘的初戀情人」，彷彿帶

大家回到從前，細細歌唱回味；

而志工利用望春風的曲調帶大家

舞動簡單的「不老歌」，看大家

面帶微笑的揮動雙手，真如同歌

詞所說的：「人生七十才開始，

八十滿滿是世間，九十不稀奇，

一百笑咪咪！」，在邊歌唱的同

時，工作人員拿出包水餃的材料，

讓大家自己包出一顆顆元寶，更

有人拿來自家的家常菜和獨特的

印尼料理，餐桌上到處洋溢著笑

容及笑聲，同時還有人不斷獻唱歌曲。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最後

病友會結束的時候，大家一同整理環

境，並留下合影，照片中的每一個人

都流露出滿足的微笑，相信在病友們

彼此的鼓勵之下，大家會更有恆心的

做復健，讓身體恢復往昔的健康。( 文
／莊朵雲　攝影／蘇宏典 )�

二月二十一日

清晨飯店火警  

啟動大量傷患

臺 東 縣 鹿 野 鄉 知 名 的 觀 光 飯 店

二十一日一早發生火警，消防隊接到消

息，陸續將嗆傷及燒燙傷的民眾送到距

離最近的關山慈院，急診室立即啟動大

量傷患警報，醫護同仁緊急動員，替來

院的八位傷患緊急完成初步處置，穩定

傷勢後再轉送進行後續治療。

▌救護車將火警傷患送到醫院時，護理人員已經將病床

推到外面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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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治療轉診  

提升應變能力

火警發生後，鄰近的關山及池上救

護單位陸續支援，衛生局立即登錄緊急

醫療救護傷患通報系統，院內醫護人員

接獲通知第一時間便趕到急診室協助支

援。八點整第一位送到關山慈院急診室

的是在飯店擔任廚師的陳先生，當日在

急診室值班的潘永謙院長，在第一時間

到急診室診療並安撫受傷民眾，陳先

生經檢查發現有吸入性灼傷，皮膚外

傷，輕度疼痛，血氧濃度下降到百分之

九十五，經胸部 X 光、血液檢查、給氧

治療，診斷為喉部及氣管煙霧嗆傷，經

急診室緊急處置留院觀查五小時後，轉

到署立臺東醫院繼續治療。

一對投宿鹿鳴酒店的夫妻提到當時火

災狀況餘悸猶存，他們大約是早上七點

被濃煙嗆醒，當時火警警報還未響起，

驚慌的他們一度打算跳樓逃生，聽到這

段話，潘院長便告訴他們遇到火警正確

的應變與逃生方式，才能讓傷害減到最

低，而這對夫妻在經過初步治療後轉臺

東馬偕繼續治療觀察。

陸續送入急診室的傷患共有八位，大

部分都是較輕微的吸入性嗆傷，所幸在

經過緊急處理後均無大礙，這次突然面

臨大量傷患的緊急應變，也考驗關山慈

院的應變能力，最後醫護同仁合力圓滿

完成，不僅提升了整體醫護團隊的應變

能力，也再次達成關山慈院在花東縱谷

間設立的任務及使命，更讓所有堅守崗

位的醫護人員都感到欣慰又滿足。（文

／黃坤峰　攝影／林碧麗）

▌潘院長正用聽診器了解患者肺部的狀況，突然

湧進的大量傷患，醫護同仁各司其職緊急做最適

當的處置。

▌皮膚有輕微灼傷的傷患餘悸猶存，潘永謙院

長前去安撫並了解狀況，傷患驚慌的向潘院長

描述火警發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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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里的志工認真練習，以大鼓陣敲開新年氣勢。

臺中
二月二十二日

體驗護理行  

醫病收穫多

二十二日一早的加

護病房裡，許南榮副院

長先跟吳昆錫主任討論

剛動完食道癌手術的過

程，並叮嚀江曼容護

理師要監測儀器上的數

據，接著兩位醫師便開

始在病榻旁，動手為病人床上擦澡。

擦澡初體驗  

護理細節大學問

「濕紙巾要不要弄乾？」「先擦臉

嗎？」「別緊張喔！幫你擦乾淨卡爽

快。」「我要幫您翻身了喔！」

兩位醫師一邊向病患說明一邊動作

著，一旁的指導老師，江曼容護理師細

細叮嚀病人身體皺摺處需要多用心，尿

管要隨時更換置放角度……。上週兩位

醫師已經先「見習」過，當天真正動手

「實習」半小時後，髮際多了好幾滴汗。

兩人都靦腆笑著表示，很像以前幫小孩

洗澡，幫病人擦澡更是要小心翼翼慢慢

來，做起來還真的有些緊張，除了擔心

弄痛病人，更怕不小心拉到維生系統的

管線。

醫師變病人  

住院經驗體會多

上手之後，許副院長越擦越熟練，

手一邊動，還不時分享自己的心情。

他表示，春節前自己做心導管檢查放

置血管支架，生平第一次住進加護病

房，變成了「重點觀察病人」。當時

躺在病床上，聽到護理同仁對鄰床的

病患說：「阿伯，要幫您洗澡喔！」

自己才驚覺「病人在床上也可以淋浴

喔？」當護理人員在協助病患洗澡時，

自己也在一旁默默觀察。許南榮副院

長出院後找到醫院制定的「護理技術

標準——床上淋浴」標準作業流程，

就有滿滿三大頁，他更深刻體會護理

的種種細節都不能馬虎。

許副院長再進一步再去查文獻，發

現以色列曾有學者研究病人安全，以

▌許南榮副院長在替病患擦澡之前，先向江曼容護理師叮嚀留意

儀器上的數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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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護病房的病人照護為例，統計平均

一天高達有一百七十八次大小不等的

動作，其中平均兩次可能出錯。許副

院長體認到，為病患打針、給藥、刷

牙、翻身、洗澡等無一處不是學問，

加護病房照護是「複雜中的複雜」，

這些往往是第一線護理人員在承擔，

醫師們可不一定知道過程的辛勞。

背後細節需用心  

病人需求擺第一

許副院長表示，院內曾有醫師抱怨加

護病房護理同仁照護不周，然而自己當

了病人才了解，當病患住進加護病房，

在醫師查房時間之外的時間，有多少護

理同仁在背後努力呢？他想起前一陣子

為二期大樓鋪設連鎖磚，另外也看到大

林慈院簡院長帶動醫師清理樓梯縫隙，

體會著「一個醫師該不該

做這些？」「醫療人文內

涵是什麼？」許副院長說，

當二期醫療大樓落成，走

過自己曾經彎腰鋪下連鎖

磚的路，才能真正了解到，

這些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小

細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事，其實背後是有多少人

默默付出才能成就。    
有了這樣的體會，許副

院長與加護病房吳昆錫主

任一起實習為病患擦澡，從洗手、備

品、洗臉、洗上肢、胸腹……到最後替

病人換上新衣服與床單，好不容易接近

完成階段，時間已近上午開診時間。去

年十一月才剛來到臺中慈院的吳昆錫主

任在重症醫療已經有六、七年的經驗，

他認為，這樣的體驗或許可以增進醫護

之間默契。

吳昆錫主任說，加護病房病人多，沒

辦法好好照顧單一病人的身心靈，過去

服務的醫院主要是社工協助補足，在慈

濟更多了志工穿梭在病房，加上既有的

藥師、營養師、社工，以及護理同仁的

用心，成為一個堅強陣容的照護團隊。

身為加護病房主任，吳昆錫說自己要面

對不同科別醫師的照護需求，而不同醫

師有自己的想法，對病患與家屬的態度

也不見得相同，合作默契需要彼此磨

合，不過他說：「我相信只要站在為病

人的立場去努力，就不會錯了！」（文、

攝影／梁恩馨）

▌許南榮副院長（右）跟吳昆錫主任（左）分別

站在病床的兩邊，拿濕紙巾替病患擦澡。



＞＞ 慈濟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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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臺北
二月十五日

吃湯圓慶元宵 

齊歡聚暖心田

在元宵節前夕，冷冷的天際正飄著小

雨，臺北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卻暖著歡

喜，飄出了湯圓的熱氣及歌聲。心蓮病房

醫護團隊在二月十五日晚間舉辦元宵節慶

祝活動「搓湯圓慶元宵」，邀請到復健科

林銘川主任演奏吉他，還由醫護人員親自

上臺表演手語歌曲，醫護人員與志工的用

心，讓臺下的病患露出了笑容。

輕鬆吉他彈唱  

驅濕冷氣氛熱

「嘩啦啦啦下雨了，看到了路上的

人都在跑……」呼應窗外的雨聲，林銘

川主任拿起了吉他，彈出膾炙人口的民

歌，接著再由四十位醫護人員與志工齊

聲合唱「外婆的澎湖灣」，陽光，沙灘，

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讓氣氛頓時

熱鬧了起來。

家醫科陳正裕主任除了祝福病患與

家屬元宵節快樂，也讚嘆護理人員的用

心。「希望大家把這裡當成在家一樣

自由自在，也希望大家在心理能夠平

安。」

▌林銘川主任背起吉他彈奏出耳熟能詳的老歌，炒熱了現場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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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傳遞人文美  

會心笑容大回饋

陳美慧護理長、醫療志工陳麗貞帶領

數十位護理人員透過整齊優美的手語，

表達出人生旅途中所面臨的疑問與困

惑。一句句優美的歌詞，表達行孝要及

時，彷彿回答了許多家屬內心想要尋求

的答案。表演到了尾聲，醫護人員與志

工將手中的紅燈籠送給了病患，陳正裕

主任也請每個人抽選一張靜思書籤，在

醫護同仁及志們的用心下圓滿傳達了祝

福的心意，讓患者與家屬們露出會心的

微笑。（文／蘇錦琍　攝影／簡元吉）

▌志工、陳美慧護理長 (中 )與護理同仁一同用手語傳達出歌詞的意境。

▌家醫科陳正裕主任遞上靜思語小卡讓病患家屬

挑選，並送上小紅燈籠，讓病房內沾染了元宵節

的喜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