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以人為本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關山慈濟醫院配合衛生局菸害防制活動計畫，與臺東戒治所共

同成立戒菸班，希望由護理部督導與護理師為收容人進行衛

教………

◆ 靜思精舍師父與志工們帶來中秋祝福，玉里慈濟醫院主管發送給全院同

仁，也在居家往診時送上中秋前夕的關懷……

◆ 花蓮慈濟醫院在九月十九日舉辦骨髓捐贈驗血以及捐者回娘家活動，現場

有多位大一新鮮人前來建檔，當做送給自己的成年禮……

◆ 大林慈濟醫院第九例活肝移植，是兒子的孝順感動團隊，歷時十幾個小時

克服風險順利完成，於九月三十日歡慶重生……

◆ 臺中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率領同仁到病人家中打掃，除了延續醫療照護，

也希望祝他重獲獨立生活能力……

◆ 臺北慈濟醫院「生殖醫學中心」於九月十六日舉行開幕儀式，最會生小孩

的醫院要幫助不孕父母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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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九月七日

戒治所的首屆戒菸班

二○一五年中旬，關山慈濟醫院針對

臺東戒治所三十位收容人進行調查，高

達八成以上有抽菸習慣，曾經有戒菸念

頭的將近五成。有鑑於此，關山慈院配

合臺東縣衛生局菸害防制活動計畫，與

臺東戒治所共同成立「成人戒菸班」，

課程由關山慈院護理部督導古花妹及邱

燕芬護理師擔任衛教師，輔導有意願戒

菸的收容人。

九月是開學季，也是臺東戒治所戒

菸班的開課日。七日早上九點課程開

始，首先要瞭解學員的健康狀況，督導

請學員填寫基本資料，並測量體內一氧

化碳濃度。「你們都是自願參加戒菸班

的嗎？」「是。」此次共有十二位同學

報名參加戒菸班，動機不外乎是為了家

人、自身健康、經濟考量等等，其中也

有不是來戒菸的同學；「香菸是我在裡

面最好的『朋友』，我來聽課是想知道

什麼方法可以降低菸癮，因為這裡一天

最多只能抽十根啊！」有同學在臺下偷

偷透露。

接下來，要瞭解的是學員在什麼情

況下抽菸？同學紛紛在白板寫下「壓力

大」、「心情低落」、「煩惱太多」、

「無聊」等字詞，花妹督導反問「什麼

事讓你們覺得壓力大？」「心情不好的

原因？工作量不夠多，所以無聊嗎？」

幾位同學在臺下嬉鬧回答：「因為作業

進度跟不上別人、擔心家人、煩惱未

關山慈院邱燕芬護理師（右）為參與戒菸班的學員測量一氧化碳濃度，左為古花妹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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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關在裡面就是無聊！」

督導進一步說明，抽菸不僅傷害自己

的身體，二手菸的危害比吸食者本身更

大，如果真的擔心家人就更應該戒菸。

「證嚴上人曾經說過『勇於配合的人，

是有能力的人！』環境不會因為你一個

人而改變，在團體生活裡面，要學習把

自己縮小，才能造就良善，這跟戒菸的

道理一樣。」「戒菸必須靠自己，雖然

整合外界資源，會使戒菸成功率上升，

但不是絕對的成功。」

接著，花妹督導分享，抒發情緒的

管道有很多，可以試著透過寫信釋放壓

力。督導鼓勵同學從減少香菸吸食量做

起，也提醒同學尼古丁戒斷初期，可能

會出現焦慮、心跳加快、睡不著等症

狀，但是千萬不要用「我下次再努力」

為自己找理由，只要能撐過第一個星

期，戒菸的成功率就會提高。

課程當中，臺下也陸續出現同學抖

腳、看窗外發呆、坐立難安的景象。「老

師，我沒辦法不抽菸，一定要簽這個

嗎？」楊同學看著戒菸宣誓表遲遲下不

了筆。督導持續給予精神支持及鼓勵，

才說服他跟著其他同學舉手宣誓，並將

兩周後的九月二十一日設定為自己的無

菸日。

古花妹督導表示，此次除了針對臺東

戒治所收容人進行戒菸輔導，九月十五

日在電光部落開立成人戒菸班，上課時

間配合村民作息，利用晚上七點至九點

上課，期間會針對學員戒菸日記給予輔

導，結合戒菸門診持續追蹤一氧化碳濃

度，來增強學員的戒菸動機，期待經過

半年的努力能看出成效，讓學員享有清

新的無菸生活。（文、攝影／陳慧芳）

古花妹督導帶領學員們舉手宣誓，作為戒菸的慎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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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中秋關懷愛接力

偏鄉服務真幸福

「雖然需要值班，可是在慈濟大家

庭裡，每當佳節來臨時，最能感受同

為一家的幸福時刻。」九月二十五日

下午，靜思精舍德旭師父專程送來了

慈濟家人和醫療志業執行長的中秋祝

福，讓玉里慈濟醫院全院同仁覺得「真

的好幸福！」

其實早在中秋前一周，就有兩位「有

心人士」送禮物來，高雄的方漢武師

兄送來自家生產的月餅，家住南投的

侯麗珠師姊寄來麻豆文旦，要給玉里

慈院全院同仁祝福。

為了讓大家都能在中秋前夕感受

到熱騰騰的幸福味，張玉麟院長、陳

岩碧副院長、醫療科林志晏主任、護

玉里慈院陳岩碧副院長（後排右三）將慈濟家

人的秋節祝福送給病房護理師



人醫心傳2015.1079

理科郭雅萍主任與管理室郭秀鳳主任

等主管特別選在小夜班交班前，接力

送往各單位。內科潘純潔專科護理師

說：「非常驚訝有這麼多的中秋祝福，

感覺很溫馨，讓我們雖在玉里也可感

受慈濟家人的照顧。」醫事股李佳柔

組員說：「這是我踏出社會工作後，

第一次收到的中秋月餅，真的非常開

心。」醫事股宋莉珠組員也說：「這

些餅吃在嘴裡甜在心裡。」外包廠商

駐院員工陳怡君也收到了，她說：「醫

院把我們當成家人，每當佳節來臨前

也能收到同樣的祝福，真的很感謝。」

陳岩碧副院長說：「發送月餅與柚

子時心裡很快樂，大家的表情就像月

餅一樣笑得甜甜的，相信同仁收到一

定很高興，感恩精舍師父、方師兄與

侯師姊讓我能代表跟大家結緣。同仁

提前感受到過節的氛圍，我們無論在

哪都可感受到溫暖。」

每周四是固定的居家往診行程，九

月二十四日這天下午的行程，也不忘

給每一戶人家送上中秋關懷與祝福，

由張院長與李森佳醫師一起出門，把

握時間探看了五戶人家。李醫師雖然

身有病痛，依然為善競爭地堅持著，

承擔了玉里慈院每周四的居家往診服

務，這分無所求的用心，讓許多感恩

戶相當感謝，彭女士說：「李醫師自

己的身體不好，還常常來看我爸爸，

真的很感恩。」高齡九十歲的彭先

生是居家往診長期關懷的個案，住在

六十石山的山腳下，曾因身心退化和

行動不便等狀況就醫，也曾跌倒，出

現無意識揮動手腳的情形，讓家屬相

當擔憂。幸好目前健康狀況已較過去

穩定許多。

其中一位獨居的陳先生，健康狀況

很令人擔心。陳先生有胃潰瘍和肝功

能異常，張院長聽診時，仔細觀察胸

腹部的外觀，院長發現陳先生已有肝

硬化的跡象，因此和李醫師不斷苦勸

他要戒除菸、酒，不然病況將更加惡

化。並提醒團隊成員要協助陳先生就

醫，持續關懷與追蹤。

中秋將屆，月圓人圓之時，獨居長

者的健康，玉里慈院總是放在心上。

從張玉麟院長與李森佳醫師手上接過

中秋祝福禮，關懷戶和家人都很開心。

（文、攝影／張哲卿）

時近中秋，張玉麟院長（左二）及李森佳醫師

（右）居家往診也送上賀禮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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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九月十九日

響應世界骨髓捐贈者日
驗血活動踴躍滿載

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是世界骨

髓捐贈者日，花蓮慈濟醫院在九月十九

日這一天，舉辦骨髓捐贈驗血以及捐者

回娘家活動。

早上九點半才正式開始，但時間還

沒到就已經有民眾陸續前來參加建檔，

志工們依序引導，活動現場熱絡又井然

有序。其中一位志工特別顯眼，她是

受髓者陳小姐，說起為什麼來做志工，

心中仍有些激動：「因為我本身是受髓

者，所以有義務來參加這種活動，可以

現身說法，然後把我之前的一些狀況告

訴捐贈的人，他們發揮的大愛可以拯救

我們、拯救一個家庭。」她還意外碰見

帶著先生前來驗血的學姊，就特別又慎

重地說：「這一袋血對健康的人來說

也許沒有什麼，可是對生病的人來說，

它就是一袋救命的血！」

從慈濟骨髓庫僅配對成功二百九十九

筆資料時起，堅定服務到如今已配對達

四千多對的志工邱建榮，俐落地進行資

料核對。他表示，今天來驗血者除了慈

濟志業體同仁，還有許多社會人士和學

生，覺得大家都很能認同骨髓幹細胞捐

贈，感到很開心。

在花蓮慈院胸腔內科服務的楊淇雲，

前年就已參與建檔，今天特地陪伴同事

君雅來驗血。她笑得好開心，「我本

身就是醫護人員，已經很了解捐骨髓，

能救人的事當然要做。」

一位王小姐因為車禍造成小腿粉碎

性骨折，來花蓮慈院開刀後，持續做復

健；復健師鼓勵她來參加，她雖然還拄

著助行器，仍然高興地來建檔。她開朗

地說：「我讀大學時就想捐，因為老師

們都有分享觀念，可是六年了，好像一

直沒遇到；現在才有這個機會，當然要

把握。」

花蓮慈院為響應「世界骨髓捐贈者日」，在九月

十九日舉辦骨髓捐贈驗血以及捐者回娘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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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捐者需要自行從填表區到覆核

區再到抽血區，志工范壘顧及她暫時行

動不便，建議作業一次完成，由覆核和

抽血的志工們一起到填表區來為她服

務，讓王小姐有些不好意思，又感覺很

貼心。

現場有許多位大學生來建檔，尤其是

大一新鮮人，在滿十八歲時，把捐髓建

檔當成大事，也是送自己一份更有意義

的成年禮。其中一位慈濟科技大學一年

級的男同學，因為去年舅舅才捐贈，父

親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特地從新

北市來，跟兒子一起驗血建檔。也有不

少原住民朋友前來，因為之前慈濟志工

曾到部落宣導，讓他們有正確的觀念，

踴躍地以行動奉獻愛心。

杜心瑀是水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她說自己以前是開刀房護士，但對於捐

骨髓還是有點害怕，現在知道捐髓可以

抽周邊血，很像抽血一樣，就放心多

了。「我真的希望能幫到一個人，如果

配對到了，我一定會捐。」

秀林鄉鄉民代表夫人丁麗芳說她看

過大愛電視臺，知道捐髓能幫助別人也

是功德一件，心想，能做就做啊，雖然

這次先生沒有一起來，不過有機會還是

希望能帶先生來參加。

今天除了參加骨髓資料建檔，還有

捐者回娘家，期待曾建檔過的捐者能再

回來更新資料，主辦單位精心準備實用

的神祕禮物送給每一位奉獻愛心的人。

（文／李懿軒、吳惠晶；攝影／吳惠晶）

王小姐（左一）腿受傷仍前

來驗血建檔，不同流程關卡

的志工體恤她行動不便，紛

紛聚集到她的座位處進行相

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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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九月三十日

移植團隊接受挑戰
父親寶貝兒子肝

「爸爸再撐一下子就可拔管了喔！

我可以下床就會去看你了，要好好休

息嘿！」病床旁窗臺上的小白板，咨

樺手寫著對父親吳顯榮的關懷與鼓勵。

父子倆平日話不多，不過卻心有靈犀，

在決定換肝的那一刻，兒子已扭轉了父

親垂死的生命，讓這齣預期中的悲劇有

了溫馨感人的歡喜收場。

接受兒子活肝移植的吳顯榮，在當兵

時無意中發現自己患有 B肝帶原，持
續追蹤治療多年，但在四年前被告知轉

為肝硬化、血小板減少症，同時也有肝

癌，從此便經常進出醫院。由於肝臟腫

瘤不斷復發，經電燒治療三次雖效果不

錯，但仍有一顆五公分的腫瘤處在肝臟

中央、靠近肝門重要血管，不易進行電

燒也無法手術切除，當時醫師告訴他，

唯有「換肝」才能保命。

那時吳顯榮心裡想到了大姊，也是 B
肝帶原轉為肝硬化，短短五年等不及換

肝就往生了。當時躺在病床上的大姊非

常牽掛他，對著他說：「若有機會一定

要趕緊換肝，千萬不要等到病情惡化再

來想辦法」。

吳顯榮全家得知必須換肝後，便登

記等候愛心人士的肝臟捐贈，但是一肝

難求。眼見爸爸苦候肝臟不得，兒子吳

咨樺毫無畏懼地告訴父親，想把自己的

肝臟捐給他，希望爸爸可以延續生命，

也讓媽媽心安。

「我知道孩子的孝心，但還是會擔

心，萬一手術後影響他的身體……」夫

妻倆到處打聽有關活肝移植的風險性，

換肝手術成功後，吳顯榮

（左二）跟兒子一起回尹

文耀主任的門診進行後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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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朋好友極力支持下，透過當時主治

醫師的協助，吳顯榮轉至大林慈濟醫院

移植中心求診，由尹文耀主任評估並確

定可進行活肝移植。

由於吳顯榮體重高達九十六公斤、

BMI指數為三十七，增加了換肝的危險
性，然而被孩子的孝心感動，移植中心

團隊決定接受挑戰，於七月二十二日進

行活體肝臟移植手術，花了十幾個小時

為父子倆順利換肝。

尹文耀主任說，由於受贈者吳顯榮

BMI超過三十，手術的危險性就相對提
高，包括手術時剝離的深度太深、器官

的摘取、及脂肪組織太多而容易傷害

到血管，導致大出血，甚至影響周遭

器官等，所以需要外科團隊、麻醉科、

影像醫學科及重症單位等團隊，加強合

作與用心照顧，才能順利完成活肝移植

手術。雖然手術風險高，但兒子毫不退

縮想救父的那分孝心感動了團隊，願意

承擔一切。

吳顯榮及吳咨樺術後恢復良好，父

子倆感謝所有幫助及照顧他們的醫療

團隊，團隊也舉辦感恩慶生會為父子倆

祝福。簡瑞騰副院長表示，大林慈院從

二○○三年開始做屍肝移植，二○○八

年做活肝移植，為雲嘉首度進行活肝移

植的醫院，吳先生是第九例活肝移植個

案。

為了表達感恩之意，吳咨樺在感恩

慶生會上大顯身手，拿出在飯店當廚師

的刀功，現場雕刻蘋果獻給醫療團隊，

希望大家都平安。走過這段一波多折

的重生之旅，吳顯榮更是謝謝大家這麼

幫忙，願意為他們父子承擔風險、救他

一命，往後會好好寶貝兒子給的肝臟，

讓身體發揮更多良能，回饋社會大眾。

（文、攝影／江珮如）

左起大林慈院一般外科張群明醫師、移植中心尹文耀主任、病患兒子吳咨樺、病患吳顯榮及簡瑞騰副

院長，共同切下慶祝換肝後重生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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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九月五日

醫療延續至病家
換藥也打掃

徐先生一年多前發生車禍，治療過

程發現罹患糖尿病，由於雙腳都有傷

口，左腳又是壞死性筋膜炎，其他醫

院醫師告知要截肢，但他一直不願意。

社區慈濟志工於半年前將他列為感恩

戶定期關懷，後來轉介臺中慈濟醫院

治療，當時左腳從腳踝到膝蓋傷口化

膿，他仍不願意截肢，醫護團隊進行

多次手術、補皮，成功保住他的左小

腿。三星期前出院的他已找到工作，

社工家訪發現他的住處一年多來都沒

有打掃、很髒亂，需要乾淨的生活環

境。

九月五日上午，臺中慈院簡守信院

長率領同仁、同仁家眷共十餘人到徐

先生住處，一行人抵達卻不見徐先生，

敲門多次沒有回應。由於徐先生曾有

在住處昏倒的紀錄，簡院長很擔心他

可能又昏倒，會有生命危險，在房東

陪同下請鎖匠開門，還是沒看到他。

約半小時後，徐先生緩緩走回住處，

原來他臨時到外面買水要吃藥，團隊

才鬆了一口氣。

徐先生住處只有四、五坪大，擺上

電視櫃和一張大床就擠滿了，室內閣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左一）與同仁、同仁家屬到了徐先生家門口一時找不到人，深怕他暈倒，急忙

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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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堆滿電腦和雜物。簡院長先請徐先

生躺床，為他檢查傷口，確認恢復情

況良好，只是污垢很多，直接蹲在床

邊為他清洗並重新換上紗布，也叮嚀

他一定要回診，治好貧血問題，才能

繼續工作。換好紗布後徐先生覺得舒

服又清爽，「我終於可以洗澡了！」

他高興地說。

接著簡院長和同仁分別清理房間地

板及浴室，搬出故障的大型電視到門

口，準備送到環保站處理。其他同仁

和小志工則在閣樓清理電腦桌面和電

扇，整理出許多袋雜物垃圾。現場空

間狹小，連要轉個身都很困難，大家

汗流浹背，還是持續接力補位，全身

沾滿灰塵也不在意。

一個多小時後，徐先生住處變得乾

淨整齊，簡院長送上結緣品，為他加

油打氣。「有點不好意思，無法用言

語表達內心的感謝。」他說，打掃工

作應該是自己要做的，只是腳不方便，

很感激慈院幫忙保住左小腿，整理住

處和換藥，感覺很溫暖。

志工廖婉而說，他從沒去為關懷戶

打掃，來這裡打掃覺得很驚訝，因為

原本以為自己家裡算是很亂了，沒想

到這裡更髒亂，現在整理得很乾淨，

變得很清爽。小志工林君翰說，幫助

人感覺很快樂。

簡院長於志工早會分享，看見徐先

生放在房間角落的一根棍子，平時就

當作外出的柺杖，讓他感觸尤其深刻。

他說，徐先生未來還有長遠的路，要

自己站起來，還要能幫助別人，這就

是慈濟對社會和入世的人所能發揮的

影響力。簡院長和同仁關懷付出的行

動形成一幅溫馨畫面，證嚴上人讚許

是至誠之美，尤其簡院長親自蹲下為

病患清洗傷口，就如同「佛陀問病圖」

中的佛陀一樣，感恩大醫王和同仁們

愛的付出。（文、攝影／湯智斌）

簡守信院長幫徐先生的腳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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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九月十六日

生殖醫學中心開幕
圓滿升格當父母的夢

臺灣少子化問題嚴重，除了有些人

不想生、不敢生之外，其實許多夫妻

深受晚婚、高齡不易生育所苦。臺北

慈濟醫院在九月十六日為「生殖醫學

中心」舉行開幕儀式，今後將有專業

醫療團隊運用精密高階的儀器，迎接

健康聰明的寶寶，圓滿不孕夫妻升格

當父母的夢想。

臺北慈濟醫院可說是新北市「最會

生」的醫院之一，每個月平均接生兩

百位新生兒。婦產科、小兒科團隊陣

容堅強，還有志工們的溫暖關懷，讓

許多產婦選擇以臺北慈院作為寶寶出

生的首選醫院。然而，現今許多人晚

婚，有些夫妻因為高齡而無法順利懷

孕，臺北慈院自兩年前開始籌備生殖

醫學中心，希望以醫療專業和先進的

科技來提供協助。

因緣具足，人力、物力完備，九月

十六日上午舉行開幕儀式。牆上懸掛

著送子觀音像、桌上擺滿了水果、紅

豆湯圓，還有一支象徵「產子」的金

色小鏟子，現場一片喜氣洋洋。慈濟

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張聖原策略

長、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黃思誠副

院長、張耀仁副院長、徐榮源副院長

和婦產部團隊共同出席揭幕儀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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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院長力邀之下，臺大醫院何弘能

院長也特地親臨祝福。

林俊龍執行長表示，慈濟醫院秉持

著「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溫馨親

切的服務是慈濟醫療的本質，只要是

病人所需，都會努力去達成。祝福生

殖醫學中心能發揮功能，為大臺北地

區的民眾提供服務。

臺大醫院何弘能院長專長生殖內分

泌及不孕症、習慣性流產的治療，是

許多婦產科醫師的前輩。他致詞時幽

默地表示：「非常高興看見生殖醫

學中心成長茁壯。雖然臺灣的人口很

多，但出生率很低，少子化對於臺灣

的未來有嚴重的影響，所以『做人』

很重要。」

趙院長對於生殖醫學中心也有很高

的期待，「希望同仁們抖擻精神，盡

力幫助每一位把機會託付給我們的大

德，孕育出有智慧、有愛心的寶寶，

臺灣的未來會更有希望。」

除了專業的醫療人員之外，精密高

階的儀器、實驗室的穩定度也關係著

治療的成敗。生殖醫學中心張致遠主

任表示，實驗室越穩定，對患者的治

療就越有幫助，能夠執行人工受孕、

試管嬰兒、保存冷凍胚胎，提升懷孕

率與活產率，還可進行複雜的胚胎診

斷，檢測先天性遺傳疾病，挑選出

優質的胚胎。療程方面，將針對每位

患者的狀況作調整，改善個別不足之

處。

生殖醫學中心期盼以高效率的生殖

科技，為每對求子心切的夫妻尋求一

線生機。（文／徐莉惠、攝影／范宇

宏）

臺北慈院生殖醫學中心開幕式後的歡喜合影，左起：姜怡忻醫師、陳怡伶醫師、鄭永傳醫師、余俊賢

主任、陳瓏仁醫師、鍾繼賢醫師、徐榮源副院長、張耀仁副院長、慈濟醫療志業張聖原策略長、黃思

誠副院長、臺大醫院何弘能院長、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趙有誠院長、李裕祥主任、陳國瑚主

任、生殖醫學中心張致遠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