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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緣

三十周年

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

啟動元宇宙
文／劉蓁蓁、游繡華、江家瑜     攝影／鍾懷諠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慶祝三十周年，二○

二三年十月六日舉辦《豐生髓起──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 30年》新書發表會，向所有
的志願捐贈者、關懷志工致敬；同時首創「髓

緣元宇宙」，超越時空限制，推廣醫療知識，

不僅擁有 AR智能解說員，民眾還可以 3C
用品經由「造血幹細胞捐贈元宇宙」跨平臺

系統，了解造血幹細胞捐贈流程及對血液疾

病患者的意義，也可參與各種模擬任務，成

為合格的宣導志工。

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成立骨髓資料

庫至今，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將滿三十周年

之際，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靜憪、慈濟

醫療法人執行長林俊龍、花蓮慈濟醫院院長

林欣榮、副院長吳彬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主任楊國梁、資深關懷志工林雪珠、南臺

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教授張華

城、健康醫療暨人工智慧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張萬榮、AIoT技術研發中心主任陳銘哲等
人、佐臻公司總經理王獻章等人蒞會，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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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造血幹細胞捐贈史新頁。

林靜憪副總執行長、林俊龍執行長、

林欣榮院長等人感恩所有付出善心的捐

贈者，也向志工團隊道謝，謝謝他們為

搶救生命，自全臺各地串連起來。林靜

憪副總執行長更細說證嚴上人為成立骨

髓資料庫，行走全臺灣，號召慈濟志工

的點點滴滴。林俊龍執行長指出在沒有

資料庫的年代，臺灣的病人要配對到捐

贈者獲得治療困難重重。

三十年前，證嚴法師親自行腳臺灣宣

導骨髓捐贈的意義，第一站抵臺東，志

工聽到師父有一個心願「想成立骨髓資

料庫」，於是從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

那一天開始啟動，一路從臺東而屏東、

高雄，接著由南往北，各地慈濟人一呼

百應，慈濟志工相信師父不會為了救一

個人，而犧牲另一個人的健康。

動員全臺灣慈濟志工至今的努力，已

累計超過四十六萬八千筆志願捐贈者資

料，共同為全球三十一國家地區，超過

六千五百多個生命與家庭找到重生的契

機。新書《豐生髓起》即是向所有的志

願捐贈者、關懷志工致敬；楊國梁主任

與資深志工林雪珠也分享一路以來的篳

路藍縷，感恩所有人以愛來護持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

回顧三十年來，從一位血癌病患的

請託，一群醫療專業有心人士的大力奔

走，證嚴法師振臂疾呼，慈濟志工群起

護持，卯足全力的在臺灣各地街頭巷尾

宣導尋人，不僅在創立骨髓資料庫初始

推動捐贈觀念困難，在配對成功完成移

植的艱辛歷程也累積無數動人的故事，

到第十二年，二○○五年才完成第一千

例捐贈。是啟用了周邊血方式收集幹細

胞之後，才大幅提升建檔捐贈意願，移

植案例快速增加。

啟動元宇宙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慶祝三十周年，發表新書《豐生髓起》，同時首創「髓緣元宇宙」，超越時空限

制，推廣醫療知識。左起：南臺科技大學陳銘哲助理教授、張華城教授、張萬榮主任、佐臻公司王獻

章總經理、林阿純師姊、林靜憪副總、林俊龍執行長、林欣榮院長、吳彬安副院長、楊國梁主任、林

雪珠師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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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十年愛流轉   生生不息

第一個十年，血清學專家與醫師們分

別在實驗室與臨床上學習新技法，精益

求精。當時骨髓捐贈，須從臀部兩翼腸

骨抽取，捐贈者進手術房麻醉，因此謠

傳甚多，引發許多民眾恐懼不敢捐贈，

即使建檔的志願捐贈者也可能因家人反

對而難以成行。這時期亦可說是志工的

文創時期，他們自學自製圖說，無所不

在無孔不入的在社區宣導。

第二個十年，新技術啟用；二○○二

年採用周邊血收集造血幹細胞，二○○

三年完成第一例非親屬間的周邊血捐贈

移植，由此大大提升建檔捐贈意願，配

對成功的捐贈數也以每三年完成千例的

速度穩定成長；且有許多捐贈者加入志

工行列現身分享，解開坊間謠傳的迷思

與民眾疑慮。

第三個十年，骨髓幹細胞中心與世界

接軌，加入世界骨髓捐贈者協會 (The 
World Marrow Donor Association，簡稱
WMDA)，與全球同一配對平臺，統一規
格，捐贈規範一致性，同步建立志工教

育訓練認證制度。宣導模式年輕化，善

用如臉書、IG、Youtube等社群媒體。

危機亦是轉機   建檔年輕化

這第三個十年，也是挑戰最多的一

年。曾因網路不實言論攻擊，驗血活動

只募到一管血，志工忍受辱罵。接著，

因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不得不停辦大型

驗血建檔活動，取髓、送髓均受邊境管

制影響。幸好，危機也是轉機，改以低

溫冷凍幹細胞運送，資料庫建檔也改以

網路預約模式，讓救人的任務得以持

續。

骨髓資料庫至今雖然已累積超過

四十六萬筆志願捐贈者資料，但隨著逐

年移除超過五十五足歲的資料，汰舊換

新的速度遠不及人口老化、出生率低所

帶來的衝擊，如何邀請十八歲以上的青

年建檔，促進資料庫年輕化，以提供優

質造血幹細胞給需要移植的血液疾病患

者，是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當務之急。

同步啟動髓緣元宇宙

為了超越時空的限制，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與南臺科技大學、佐臻公司合

作推出「髓緣元宇宙」，是全臺第一

個用 VR(虛擬實境 )元宇宙導入醫療知
識推廣的醫療中心，也是全球第一個

用 AR(擴增實境 )結合 AI虛擬解說員協
助推動造血幹細胞捐贈的骨髓庫。林欣

林欣榮院長戴上 AR 眼鏡，體驗「AR 智能解說

員」，不僅可以向民眾推廣捐贈造血幹細胞的善

舉，並解答相關問題以及釐清可能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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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院長與吳彬安副院長分別體驗 AR和
VR。林俊龍執行長感恩南臺科大、佐
臻公司的合作，結合資通訊，以元宇宙

打開推動造血幹細胞捐贈新紀元。

骨髓幹細胞中心運用「AR智能解說
員」，是一款在 AR眼鏡上運作的軟體
系統，使用者可以看見虛擬的 AI解說
員解說相關問題。林欣榮院長指出，他

體驗到「AR智能解說員」不僅可以向
民眾推廣捐贈造血幹細胞的善舉，並解

答相關問題以及釐清可能的疑惑，同時

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搭配動畫、影片等

多媒體互動，讓民眾、特別是年輕族群

可輕易了解造血幹細胞捐贈與流程，更

期待有更多的民眾因為了解加入志願捐

贈者行列。

另外，「造血幹細胞捐贈元宇宙」

是跨平臺系統，既能對民眾進行捐贈推

廣，也能提供宣導志工、醫院同仁教育

訓練用。體驗後覺得很奇妙的吳彬安副

院長說，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電

腦、手機、平板或 VR眼鏡連線進到元
宇宙中，在虛擬的移植醫院、慈濟醫院

等場域，用虛擬身分參與各項活動，了

解捐贈流程，體驗造血幹細胞捐贈對血

液疾病患者的意義。

「造血幹細胞捐贈元宇宙」還可以運

用各種模擬任務進行宣導志工教育訓練

課程。「造血幹細胞捐贈元宇宙」不僅

打破時空的限制與隔閡，也打造實現各

種想像的虛擬世界，以科技的力量提升

捐贈造血幹細胞的推廣效益。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三十周年，十月

八日舉辦慶祝活動，除有關懷小組講師

認證課程，相見歡活動將有十三位受贈

者與家人可以見到期待多年不曾見面的

救命恩人，年紀最長的受贈者已七十一

歲，年紀最小的只有十歲。有兩位受贈

者來自海外。此外，漫畫新書《與你的

血緣》作者吳曉樂、星期一回收日也將

蒞會分享創作造血幹細胞議題過程的因

緣與感動。

吳彬安副院長 ( 右 ) 體驗「造血幹細胞捐贈元宇

宙」跨平臺系統。

「造血幹細胞捐贈元宇宙」還可以運用各種模擬

任務進行宣導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