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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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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啟用，期能減少東部偏鄉地區洗腎病

友奔波就醫之苦……

◆  臺北慈濟醫院心血管團隊以高難度的動脈心臟繞道術逆接法，打通

複雜動脈阻塞……

◆  自七月三十日至九月止，玉里慈濟醫院及慈濟基金會合作在花蓮縣

南區六個關懷據點為長者舉辦體適能檢測與失智篩檢……

◆  媽媽教室開課，花蓮慈濟醫院婦科團隊教準媽咪們舒緩孕期不適的

運動以及預防乳腺炎……

◆  大林慈濟醫院與臺灣心律醫學會共同舉辦急救教學，帶領百位學員

共學 CPR與 AED操作……

◆  臺中慈濟醫院前往仁愛之家進行健康篩檢，以「佛祖牌」的心意，

守護住民長者身心……



關山
七月二十日

血液透析室啟用
洗腎病人減奔波

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七月二十

日舉辦啟用揭牌儀式，靜思精舍德旭師

父、德昕師父、慈濟醫療法人章淑娟主

委、花蓮慈院吳彬安副院長、腎臟內科

血液透析中心王智賢主任等慈濟家人

遠從花蓮前來祝賀，臺東縣衛生局黃明

恩局長、立法委員劉櫂豪、縣議員陳宏

宗、池上鄉長張堯城、天主教聖十字療

養院王鳳仙主任、裴彩雲修女等貴賓也

為地方盛事出席或致贈花籃祝福。

關山慈院張志芳院長致詞表示，十九

年來，醫院除了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更持續在長照、居家、戒治所、山地等

方面擴展服務面向，「感恩上人、慈濟

基金會、臺東縣衛生局、慈濟醫療志業

體的協助，支持我們成立血液透析室」。

關山慈院腎臟內科暨急診主任吳勝

騰指出，海端鄉、關山鎮的病人面對慢

性病充滿無力感。「這裡調藥、拿藥不

方便，取得成藥又太容易，長期使用成

藥，最後不免尿毒之苦。往返奔波在玉

里、臺東之間，尤其是霧鹿、利稻、南

橫的腎友，上下山就要兩小時，遇雨又

要封路又有落石，下山之後又要往臺東

或玉里，真的是身心勞頓。張院長跑這

條路線一、二十年，深知病人的痛苦，

全力推動成立血液透析室，雖然關山

地區有東興診所造福鄰近地區的腎友，

但是就次專科照會、住院醫療服務上，

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七月二十日啟

用，靜思精舍及慈濟醫療體系眾家人、

臺東地方代表等貴賓蒞臨揭牌祝福。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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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病人還是必須往返玉里、臺東間，

一旦遇到問題，就容易成為家庭的重

擔。」血液透析室正式啟用，吳醫師感

恩慈濟醫療志業、花蓮慈院腎臟內科血

液透析中心的全力支持。

花蓮慈院吳彬安副院長勉勵，「在

張志芳院長的努力下，還有花蓮慈院腎

臟內科血液透析中心王智賢主任帶來

團隊的協助之下，希望關山慈院洗腎室

的成立，能夠提升洗腎品質，許多延伸

出來的疾病，未來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

療和照顧。」王智賢主任也分享成立洗

腎室的不容易。「花蓮市區目前有兩家

醫院都缺腎臟科醫師，必須靠支援才能

提供服務，而吳勝騰醫師是花蓮慈院訓

練出來的腎臟科醫師，相信必能為臺東

偏鄉居民帶來專業醫療的幫助。」

臺東縣池上鄉長張堯城感恩慈濟醫

院對偏鄉醫療的付出，「十九年來，縱

谷區的鄉親壽命延長很多，九十歲以上

的人口占比百分之一點一四，而全臺

灣平均是百分之零點四九。有這樣的表

現，都是因為有關山慈院在這裡！」

受惠的腎友與家屬代表也與會致感

謝詞。「因為有你們，我的媽媽才可以

回家……」周小姐過去必須與弟弟輪流

請假，開車載媽媽到玉里洗腎，她感

謝關山慈院讓媽媽可以就近接受治療，

減少照顧上的負擔。布農族的洗腎病友

瑪呼恩迪夫，手寫感謝稿道感恩：「在

這裡洗腎一個月，我經常述說病情，醫

護人員很細心，低頭聆聽，很明確告知

醫療後的情形，讓我很清楚，而且護理

師打針細心溫柔，不時叮嚀要注意生

活飲食規律。醫護人員的專業與細心，

讓我的身體漸入佳境。」典禮在德昕師

父寄語祝福後，眾人前往關山慈院五樓

進行揭牌儀式。

關山慈院血液透析室目前受護理人

力照顧限制，洗腎時段僅開放每週一、

三、五，早班及午班各八個床位，期待

有更多新血的注入，守護縱谷地區的腎

友。（文／陳慧芳、洪靜茹　攝影／陳

慧芳）

關山慈院腎臟內科吳勝騰醫師介紹血液透析室設備儀器及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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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七月十六日

心臟繞道術逆接
治複雜動脈阻塞

自幼罹患小兒麻痺症的六十歲退休

公務員洪先生，四年前曾經因急性腎衰

竭送急診，開始長期洗腎。今年（二○

一九年）四月起，洪先生隨意動作都會

喘，家人趕緊帶他就醫，臺北慈濟醫院

心臟血管科檢查發現，左邊心臟動脈血

管有三處已阻塞近百分之八十，隨時有

生命危險，氣球擴張或心導管支架都已

無法治療，於是建議做心臟繞道手術。

洪先生平日撐拐杖行走，活動都需靠上

肢支撐，做傳統開胸手術，其傷口胸骨

裂開風險較一般人高，於是轉診心臟血

管外科，心臟血管醫學中心張燕主任以

「動脈心臟繞道術逆接法」，運用達文

西機械手臂，歷經十六個小時，為洪先

生完成微創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預後良

好，住院兩週後出院，回復正常生活。

張燕主任表示，長期脂肪形成的堆

積物或斑塊剝落堆積在血管中，以及粥

狀動脈硬化、狹窄問題，都是導致動脈

血管阻塞的原因。當阻塞發生時，會有

心絞痛、胸悶、心跳加速、喘、呼吸困

難、頭暈、盜汗或臉色蒼白，及疲倦、

虛弱、焦慮等症狀。動脈血管阻塞病人

的徵狀不一定都相同，有人甚至不會有

明顯症狀，就像洪先生一樣，等到喘不

過氣時，血管已嚴重阻塞。

動脈血管阻塞的問題，須視阻塞程

度給予適合治療。張燕主任指出，一

般小於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血管阻塞，

可藉由改變生活習慣或給以藥物治療；

大於百分之七十的血管阻塞，則需考慮

氣球擴張術、心導管支架或是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治療。個案洪先生因處於洗腎

狀態，且有脊椎嚴重側彎、右肺容積極

小、左前臂有洗腎動靜脈廔管、股動脈

與股靜脈狹小及心臟、肺臟嚴重沾黏等

問題，無法以支架或氣球擴張術治療，

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做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而醫療常規上，從手臂的鎖骨動

脈引入心臟的順流接法，對胸腔內嚴重

沾黏的洪先生也是行不通的。遍查醫療

文獻，經過審慎評估，張燕主任以全

球少見的「動脈心臟繞道術逆接法」，

成功完成極困難的手術。

張燕主任說明洪先生的心臟動脈血管有三處阻

塞，加上身體情況並不適合其他術式，經遍查

醫療文獻、審慎評估下，採取困難度最高的逆

接法。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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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有兩種，一是取病

人腿上的靜脈，一端連接到主動脈上冠

狀動脈的發源處附近，另一端則連至冠

狀動脈阻塞處之後，讓血液能夠流通，

可以順利供應心肌所需養分。另一個方

式則是取胸內壁內乳動脈，連接至冠狀

動脈阻塞處的下游端，如此血流就會從

主動脈正常流出，並改流至冠狀動脈，

而非流往胸壁內壁。張燕主任表示，

「動脈心臟繞道術逆接法」不是從鎖骨

下的內乳動脈供血，而是從肋間動脈、

橫膈膜動脈、肚皮上的下腹壁動脈供

血，將血流改從下腹血管，逆接到心

臟，讓這些動脈血液逆流過來供應心肌

所需養分。

動脈血管流動的順暢與否，關乎心臟

血管血液與養分供應，一旦阻塞，將會

引發心肌缺氧或壞死，甚至危及性命，

不得不慎。張燕主任提醒民眾，務必養

成定期健康檢查的習慣，一旦發現有上

述症狀時，盡快找專業的醫師診斷與治

療，可避免更嚴重的動脈血管阻塞急症

之發生。（文／吳燕萍　圖片／張燕提

供）

患有嚴重動脈血管

阻塞的病人洪先

生，在臺北慈院接

受少見的「動脈心

臟繞道術逆接法」

手術，成功救心。

洪先生夫妻感恩心

臟血管醫學中心張

燕主任（左一）、

心臟血管外科羅崇

祐主治醫師（右

一）的悉心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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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七月三十日、八月六日

南花蓮長者失能失智預防篩檢
為延緩高齡長者失智及失能的情況，

慈濟基金會在社區成立關懷據點並規

畫健康促進活動與樂齡課程、活化長者

腦部，而且每年都會為長者作失智預

防檢測及體適能檢測。今年度，自七

月三十日至九月止，由玉里慈濟醫院及

志工在花蓮縣南區富里、玉里、德武、

羅山、崙山、三民等六個關懷據點為長

者舉辦體適能檢測與失智篩檢。 
檢測日前一天，玉里慈院健康管理

師李慈欣先向院內同仁及志工說明各

項檢測內容，讓大家了解檢測的進行

重點，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長者體

適能檢測項目除了丈量身高體重腰圍，

主要進行坐站測試、握力、兩分鐘屈

膝抬腿、坐姿體前彎、雙手背後相扣、

走路速度測驗、平衡測試，期望透過各

項檢測了解長者的體能狀況。健康管理

師李慈欣也提到，體適能不僅是一個檢

測，還可以鼓勵長者多運動，因為運動

的好處多多，像是舒展筋骨增加身體的

柔軟度，讓長者四肢更靈活，增強心肺

要開始為長者檢測前，由玉里慈院李

慈欣健康管理師為同仁及志工上課，

培養檢測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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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促進血液循環，如果有經常運動的

習慣，也能提高身體抵抗力，自然疾病

就不會找上門。

「阿公阿嬤早安！我們來協助您們

進行體適能測驗喔！」體適能開始前，

由關懷據點的志工先帶動長者進行暖

身操，緊接著展開各項檢測。儘管大部

分長者的耳朵聽力都已退化，負責檢測

的同仁靠在他們的耳朵旁邊，仔細講解

各項體適能的意義和執行方式。

在體適能測驗中，看到每位長者的狀

況都不同，有的長輩做起來感覺吃力，

卻也有長輩做起來臉不紅氣不喘，三十

秒起立坐下與單腳站立項目完全難不

倒高齡九十歲的阿公阿嬤，看來他們有

在保養喔，所以下肢的肌耐力和平衡還

算不錯。體適能「成績」很好的阿嬤透

露，原來這都有賴於平時養成步行的好

習慣，因為要活就要動，簡易的運動能

讓身體狀況維持在理想狀態。

「阿嬤，今天幾號？知道我們現在

在哪裡嗎？」玉里慈濟醫院謝彩琳護理

師與黃于雯護理師，針對疑似在認知與

記憶有退化的長輩做失智症初步篩檢，

問完認知方面的問題後，再說出幾項物

品請長輩記住，稍後請他們複誦一遍，

藉此考考長輩的記憶。居家照護組歐欣

怡代理護理長表示，透過初步篩檢來確

認是否患有失智症，再轉介他們到身心

醫學科就診，或者參加據點所安排的活

化腦部課程，達到預防及延緩大腦的退

化。（文、攝影／張汶毓）

背力、走路速度這些簡單的關卡，都有助於評估長者的身體機能狀態。攝影／歐欣怡



花蓮
七月二十五日

預防乳腺炎
婦科團隊教「孕」動

迎接新生命的誕生，是喜悅也是甜

蜜的負荷，孕期中的媽媽，容易感到腰

痠背痛，因為腹中多了小寶貝，導致身

體肌耐力無法負荷；或是哺乳期間，最

怕遇到「塞奶」導致乳腺炎，讓媽媽們

聞之色變。花蓮慈濟醫院婦產部在七月

二十五日下午舉辦媽媽教室「預防乳腺

炎及孕期運動」，由婦產部醫師陳萱、

婦產科病房護理長林嘉慧、物理治療師

蔡子涵、王韻涵，分別教媽咪預防乳

腺炎及懷孕期的運動，藉以舒緩胸悶、

腰痠等孕期的不適。

「懷孕可以運動嗎？」、「運動會

傷害到寶寶嗎？」不少懷孕中的媽媽想

運動又害怕傷害到孩子，其實運動只要

做得「正確」，媽咪們就不用擔心。花

蓮慈院邀請擁有「孕產婦適能動作分析

認證」、「孕產婦運動指導課程認證」

的兩位物理治療師蔡子涵、王韻涵分享

呼吸運動包含強力呼吸、蹲站呼吸以及

平衡運動外，還有強化媽媽們骨盆底肌

等運動。

「慢慢吸，用力呼」物理治療師王

韻涵現場帶著媽媽們一起示範強力呼

吸、蹲站呼吸。她表示，用力吐氣可以

活化骨盆底肌，增加腰、腹部的血液

循環與腸胃蠕動，還能減緩腰部痠痛。

而扶著椅子或雙人搭肩的方式，緩緩向

左右微蹲「搖屁股」，物理治療師蔡子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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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五日花蓮慈濟醫院舉辦媽媽教室活動，婦產部醫師陳

萱（右五）、婦產科病房護理長林嘉慧（左四）及婦科團隊一

起教準媽咪預防乳腺炎及孕期運動。



涵指出，這項動作可以強化骨盆底肌，

增加關節穩定性，還能改善漏尿、腰痠

與骨盆帶疼痛。

物理治療師蔡子涵表示，骨盆底肌的

結構就像吊床一樣，隨著寶寶的重量增

加，尤其是到了孕程中後期，媽媽會明

顯感覺到腰愈加痠疼無力，透過簡單的

運動增加骨盆的穩定性，減緩孕期媽媽

們的不適，還可以改善體態與抽筋等問

題。她也提醒懷孕媽媽，在運動期間須

注意水分的補充、穿著合適的衣物外，

第一孕期（懷孕一到三個月）的媽咪們

還要避免體溫過熱，勿超過三十九度。

餵母乳好處多，但媽媽們最怕遇到

脹奶、乳房腫脹，嚴重時還會引發乳

腺炎，婦產科病房護理長林嘉慧表示，

建議產前媽媽選擇舒適且尺寸適當的

內衣；而懷孕三十七週後，媽媽們可以

試著輕壓乳頭，增加乳頭韌度；產後的

媽媽，則是可以透過親餵以及常變換餵

奶姿勢、充足休息，補充卵磷脂與避免

高脂食物來預防乳腺炎。若發現乳房腫

脹疼痛，可以藉由親餵或擠奶，將乳汁

從乳房移除，緩解疼痛。

婦產部醫師陳萱表示，若乳房疼痛

無法緩解，出現局部發紅、疲憊、非常

疼痛的硬塊，甚至發燒時，就是得到了

「乳腺炎」。建議媽媽們要趕緊接受治

療，醫師會針對孕婦狀況開立可使用的

藥物，且藥物不會影響到寶寶的健康，

請媽咪安心接受治療。

孩子已經四個月大的林小姐說，生

產完第三天就脹奶，不僅乳頭很刺痛，

整個胸部脹、硬如石頭一般，很難受。

當時她向花蓮慈院婦產科諮詢，在護理

師的協助下試著擠奶及親餵排出乳汁，

讓小朋友往有硬塊的方向去吸奶，症狀

才獲得緩解。目前正在待產中的謝小

姐也說，會擔心生完孩子後會得到乳腺

炎，但是聽完護理師的解說後，覺得很

受用，也安心不少。

花蓮慈院媽媽教室專業團隊傳授實

用的衛教知識，讓現場超過七十位的

媽媽帶著先生與孩子一起學習。（文、

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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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物理治療師蔡子涵（右一）指導可以強化骨盆底肌的雙人搖動臀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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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七月十三日

生死一瞬間　共學急救及時搶命
「我們與猝死的距離」有多遠？就

在你我身邊。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與臺

灣心律醫學會 (Taiwan Heart Rhythm 
Society)共同舉辦「心動列車－愛閃耀
啟動心跳～心室顫動暨 AED使用說明
座談會」，現場近百位學員參加，從認

識心因性猝死到學習 AED（自動體外
心臟電擊去顫器）操作，讓自己也能成

為即刻救命的人。

心功能室主任李易達表示，臺灣平

均每小時就有二至五人發生猝死，任何

人都可能發生。災難醫學科主任兼社團

法人臺灣生命之翼緊急救護整合發展

協會理事長侯鐘閎提醒，謹記急救口訣

「叫、叫、壓、電」，即時的 CPR（心
肺復甦術）和使用 AED（自動體外心
臟電擊去顫器），不僅提高存活率甚至

能挽救性命。

李易達醫師說，非因自殺、他殺或

事故而發病，並在二十四小時內意外出

現的內因性死亡稱為猝死，其中有百分

之七十五為心因性猝死，又有九成以

大林慈濟醫院與臺灣心律醫學會共同舉辦「心動列車－愛閃耀啟動心跳～心室顫動暨AED使用說明座

談會」，心功能室主任李易達（右四）、災難醫學科主任侯鐘閎（右五）與院內同仁進行急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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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快速的心室頻脈或心室顫動而引

起。他指出，猝死徵兆有昏厥、心悸、

胸悶、氣促，高風險族群包括高血壓、

高血糖、高血脂、冠狀動脈疾病或心肌

梗塞病史、心衰竭、肥厚性心肌病變、

擴張型心肌病變、不明原因昏厥、先天

致命性心律不整疾病。

李易達分享，曾有一名五十多歲黃

先生昏倒，現場正好有醫師 CPR加
上使用 AED，電擊三次後有了生命跡
象。另一位二十多歲謝小姐，在家昏厥

時家人施行 CPR、呼救一一九並施以
AED，送醫途中已恢復意識。兩人都接
受植入自動去顫器 (ICD)置放手術，就
像在體內裝了 AED，至今生活狀況良
好。

侯鐘閎表示，心臟的心律不整就如

電腦當機，需要 AED把心臟重新開機，
而到院前心跳功能停止（無生命徵象，

OHCA）者在沒有 CPR之下，存活率
每分鐘下降百分之七至十，超過十分鐘

將造成不可逆的腦死，即時的 CPR急
救，存活率可提高近二點五倍。侯鐘閎

說明，民眾在生存之鏈前端的盡早求

救、心肺復甦術和除顫電擊扮演重要角

色，他現場示範 AED操作並解釋急救
口訣―叫：確認病人意識呼吸；叫：呼

救請求協助；壓：開始按壓胸部；電：

使用 AED。
來自嘉義水上的七十四歲洪姓夫

婦是李易達的病人，他們第一次接觸

CPR和操作 AED，開心地對醫師說他
們知道以後怎麼救人了。李易達再次提

醒，任何年齡層都可能發生猝死，有不

適徵兆就要立即就醫，此外，每個人都

該學會 CPR及使用 AED，才能成為救
命的人。（文、攝影／謝明芳）

分組實作練習，志工學員認真學習每個急救步

驟。

洪姓夫婦是李易達醫師的病人，與眾學員們一起上課

學習心肺復甦術和使用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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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七月十四日

篩檢免驚
「佛祖牌」團隊守護

臺中慈濟醫院團隊為臺中市立仁愛之

家住民進行健康篩檢活動來到第三年，恆

持付出的團隊，清早出動，讓長輩們在歡

樂中接受篩檢，也帶動他們樂於與人互動

的心，重新滋養生命與慧命。

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同仁依過去經

驗默契，與仁愛之家新業務承辦人王思

驊討論，篩檢前一天完成掛號、現場動

線、桌椅及各項檢查設備布置。活動當

日所有同仁與志工因應長輩早起的習慣，

清晨六點多就開始集結於仁愛之家。

腸胃內科醫師張歐高奇、大腸直腸外科

醫師林北江，一起做最基礎的理學檢查。

協助做理學檢查的醫師還有大老級的心臟

外科主任余榮敏，耳鼻喉科醫師謝承佑則

負責口腔篩檢，這兩位醫師前一天在院內

值班，值完班立即前來仁愛之家服務，把

握機會付出的心意令人感佩。

有些住民因身體因素臥床中，胸腔內

科醫師陳立修及耳鼻喉科醫師李致宇，

分別到管制病房區一一為長輩檢查及關

懷。李致宇醫師表示，到人文室繳功德

款時，受志工邀請而答應參加義診，後

來才想到爸媽難得從馬來西亞來探望，

自己卻多加了這行程，還猶豫著會不會

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主任陳慶元、心臟外科主任余榮敏、腸胃內科醫師張歐高奇、大腸直腸外科醫師

林北江、胸腔內科醫師陳立修、耳鼻喉科醫師李致宇等八十四人醫療志工團隊，七月十四日前往臺中市

立仁愛之家舉辦健康篩檢活動，守護長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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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錯誤選擇」。實際參與其中，有長

輩拉著手，訴說過去當記者如何風光；

也有人排斥檢查一手推開。「無論長輩

反應如何，反思自己還是最有福報的人，

因為有造福的機會，不後悔來參加活

動。」

陳立修醫師週五結束工作後與正在宜

蘭旅遊的家人會合，原本預定週日繼續

前往花蓮旅遊的家人們，知道他要為仁

愛之家的長輩健檢，主動放棄後續行程，

陪著陳醫師折返臺中成就美事。他在活

動中到病榻旁檢查長輩身體，也傾聽他

們的心聲。兩位醫師都是擴小愛為大愛

的人醫典範。

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主任陳慶元與

仁愛之家廖文邦主任，一一感謝工作同

仁與志工，並到病房區逐一向長輩致意。

長者開懷的用閩南語說：「恁是主任，

阮也是『主人』哦！」親切開懷的彼此

祝福，笑聲在空氣中蔓延。

活動到九點多，各項各站篩檢已近尾

聲，最後一位長輩在千呼萬喚中終於出

現。他在第一年時無論工作人員如何遊

說都不願出來檢查，第二年是由陳慶元

主任及仁愛之家前主任親自邀請與陪伴

後完成檢查。今年夥伴們聽到唱名，知

道老人家終於肯出來受檢，笑說要列隊

歡迎了。他一報到就向工作人員表明：

「我要佛祖牌。」原來是爺爺害怕抽血，

希望有佛祖加持讓他免除恐懼。就見美

麗溫柔的護理師協助抽血，過程中每一

站同仁都輕聲呵護。其實參與的同仁志

工都是「佛祖牌名聲」的守護者，讓爺

爺滿懷歡喜的完成所有檢查。

最後陳慶元主任代表院長室主管，率

領所有社區健康中心工作夥伴向在場同

仁深深鞠躬表達感恩。護理部血液透析

室同仁朱玉珍分享說：「每年都來參加，

已經是第三年，覺得活動很有意義，以

後還會繼續來。」集結醫事室、護理部、

檢驗科、營養科、總務室及發心的同仁

志工共八十四人臺前幕後夥伴，圓滿此

次仁愛之家健康篩檢，期待「佛祖牌」

團隊繼續在社區發光發熱，相約明年再

見。（文／賴怡伶、許齡尹、馬順德、

謝明錦　攝影／許齡尹）

抽血檢查站，護理師耐心安撫、細心服務，還有

「佛祖」（佛珠）加持讓長輩免於恐懼。

耳鼻喉科醫師李致宇到管制病房區為長輩檢查及

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