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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癒傷口
花東遠距傷口管理照護網
與花蓮慈院傷口造口小組
根據研究顯示，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近九成都至少有一種慢性疾病，包含高

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等，且二○二一

年臺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百分之十六

點九，花蓮縣、臺東縣已高達百分之

十八，罹患慢性疾病者多，進而衍生的

複雜性傷口問題有增無減。衛生福利部

東區健保風險款計畫支持建立的「傷口

遠距諮詢模式」打破藩籬，讓居家及機

構的病人獲得幫助。

花東地形南北狹長約二百四十公里，

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縱向貫穿兩縣，居

民生活在如畫般的山海風景裡，但醫療

院所主要集中在花蓮北區的花蓮市、吉

安鄉與新城鄉、南區玉里鎮以及臺東市

三處，偏遠地區的病人到大醫院看醫

生，單趟最少要一小時的交通時間，對

於常有醫療需求的家庭，看醫生變成

「能免則免」，代價卻是病情拖延或惡

化。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傷口造口小組

提出「傷口遠距諮詢模式」，在三年前

獲得東區健保風險計畫挹注，與健保署

東區業務組及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結

合花東十二家醫療機構出院準備服務護

理師、居家護理師、傷口造口及失禁專

家團隊以及資訊工程師，創造出了醫院

及社區共同照護居家傷口的可能性；

由在個案家的居家護理師，運用「傷

口 APP」，拍下病人的傷口影像，記
錄身體及傷口的評估資料，上傳到雲端

的「遠距傷口管理平臺」，由人在醫院

這邊的傷口造口照護專家提供諮詢，指

導居家護理師最適合個人的傷口照護處

文、攝影／江家瑜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傷口造口小組提出「傷口遠

距諮詢模式」， 運用「遠距傷口管理平臺」及傷

口 APP 軟體，做為花東地區傷口照護的最強後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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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總主責跨院多元照護平臺

置；病人及照顧者不需耗費往返醫院的

時間及體力，傷口也不會因拖延就醫而

變得更嚴重，居家護理師也學到如何把

傷口照護好，盡可能變小甚至康復。

花蓮慈院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許美

玉表示，在平臺建置之前，傷口遠距模

式是以紙本來記錄收案的病人，人力作

業花去大量時間外，因為以紙本回覆，

等居家護理師收到建議後已是隔天；後

來加上 LINE群組的諮詢方式，提問、
回答一來一往，如果病人數多，可能會

錯過正確的訊息或是要用手滑了很久才

找到該病人的相關訊息。

有了「遠距傷口管理平臺」，不僅省

去紙本記錄往返時間，許美玉說，居家

護理師能最短時間內在線上得到解答，

還可以追蹤病人病況及傷口變化，且

加入影像管理，運用科技 AI技術，能
快速的判斷病人傷口大小與組織組成型

態，提供在病人家這一端的居家護理師

傷口訊息，進而輔助擬定病人的傷口照

護計畫。

在衛福部花蓮醫院擔任居家護理師

二十三年的卓如玉表示，在沒有「遠距

傷口管理平臺」之前，評估、處置全靠

自己；有時遇到比較不好照護的傷口，

因為院內沒有整形外科醫師、傷口造口

及失禁護理師，也只能自己想辦法；現

在對於複雜的傷口，平臺上有專家可以

提供線上諮詢、支持與佐證臨床使用

外，在個案傷口管理系統、居家照護資

料系統等更是讓照顧者可以很快的找到

病人資訊。

其中有一項功能卓如玉很喜歡，「平

臺裡的衛教資訊很便利，若到機構服務

時，機構人員對傷口照護不熟悉，在示

範後，還可以將衛教資訊列印下來，幫

助機構人員學習。」

花東地區還有許多病人習慣使用民

俗傳統的偏方來照護傷口，像是使用不

知名的草藥或藥粉，或是因為家庭經濟

因素無法購買專業的敷料，導致傷口癒

合速度變慢，這是照護團隊面臨的一大

困境，目前正在思考如何在可取得的資

源狀況下，穩定病人的傷口，並促進癒

合。

於是，花蓮慈院的傷口造口造護團隊

開始向敷料公司募捐，建立敷料地圖，

方便整個東區照護團隊共享資源。許美

玉說：「這是我們在社會上應盡的責

任！痊癒的案家或敷料公司也願意支持

捐贈敷料，提供給需要的病人，讓他們

傷口能得到很好的療效。」

人在個案家裡的居家護理師用手機裡的傷口 APP

應用軟體，拍攝傷口的畫面及傷口評估上傳到雲

端的「遠距傷口管理平臺」，由專家提供照護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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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遠距傷口管理平臺」後，成效

一年比一年好；第一年收案一百一十人，

第二年一百三十人，因為傷口兩週內再

次住院的病人大幅降低，第一年是百分

之一點二，第二年已經是零；傷口癒合

率在第二年增加到七成，慢性傷口（壓

力型損傷）平均癒合天數也從四十天降

到二十八天，居家病人的滿意度超過九

成，執行團隊的滿意度更是超過百分之

九十五，這對專家團隊來說，無疑是最

大的鼓勵。今年（二○二二）前半年收

案數已八十九人，遠高於前兩年同期。

傷口造口護理師

樂為皮膚的美容師

在傷口造口照護領域走過四分之一

世紀的許美玉，最初是因為幫助一位下

肢創傷傷口已存在數月、癒合不佳的病

人，在應用新方法後，成功解決病人的

問題，讓她了解到傷口照護專業是可以

真切的幫助到病人。一路走來，儘管遇

到潰爛、味道不好的傷口，她都不會退

縮，特別是看到病人的傷口癒合得很

好，更是從中體會到自我價值的實現，

而病人的回饋也是促使她再精進專業的

動力。

許美玉指出，她不只是照護者，也曾

是病人家屬，更是感受到幫助病人也是

幫助自己，這樣的循環讓她可以又回過

頭來幫助到家人。此外，最重要的是花

蓮慈院大力支持傷口造口小組，讓她可

以持續在這領域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

走下去。

「有些病人會因自己的傷口狀況不好

而向我們道歉。」許美玉說，但夥伴們

反而覺得可以透過她們的雙手及專業，

將病人們的傷口照護得漂漂亮亮，儘管

有些可能無法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但是

會盡全力讓傷口能和病人共存。許美玉

也笑說，「我們就像皮膚的美容師！這

是我一輩子的志業。」

個案傷口管理系統及居家照護資料系統，可追蹤

病人病況及傷口變化，還能隨時列印出所需的衛

教內容，非常實用。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傷口造口小組，左起：傷口

造口及失禁護理師徐小惠、許美玉、鄒明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