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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天下最美是病人的笑容。」這是

身為醫者的座右銘。國際慈濟人醫會自

一九九六年成立，但慈濟的醫療起源則

更早，一九七二年慈濟功德會於花蓮市

仁愛街成立「貧民施醫義診所」即開

始為貧病義診，接著籌建慈濟醫院，於

一九八六年啟業，至今，慈濟醫療志業

在臺灣已成立七家醫院，本著「尊重生

命，以人為本」的理念為需要的人拔苦

予樂，也參與人醫會偏鄉義診。全球各

地的人醫會成員，於每年中秋於花蓮團

聚，要很感念菲律賓人醫會已故的呂秀

泉副院長。早期他總是利用中秋節帶領

菲律賓人醫會成員回到花蓮與證嚴上人

團聚，其後就隨此因緣，國際慈濟人醫

會訂於中秋時節聚首花蓮，進行交流，

現已成為專業與人文兼具的醫學研討會，

不僅助學員提升醫學專業，最重要的，

是讓心靈充電。

這二十多年來，人醫會的足跡遍布世

界各地，人醫會的醫師在大樹下、在帳

篷裡、在泥地上，甚至在傾毀的屋舍旁，

為病人看病。也在簡易的空間裡為病人

開刀，儘管蒼蠅飛舞、缺少空調，醫師

不受干擾，只想著要把病人治好。人醫

團隊不論在什麼樣的環境，總是以病人

為先，盡全力醫治，且秉持著「施比受

更有福」的心念，只要有參與，必是滿

心歡喜。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新藥及醫療技

術的研發，人類的生命也比以往延長許

多，使得老年人口逐年攀升，臺灣的「長

照２.０」應運而生。花蓮是全臺灣面積
最大的縣市，幅員廣大，對許多偏遠地

區而言，交通與就醫相對不便，「人口

老化」更是當今在花蓮、臺灣，甚至是

全世界的重大議題，隨著人口老化與環

境變遷，疾病也會變得更為複雜。過去

六年來，花蓮慈濟醫院從心蓮病房開始

運用，現已結合雲端科技來提供醫療服

務。

最早的起因是病人想回家卻回不了家。

那位住在心蓮病房的病人很想回家，但

家屬考慮到住家沒有醫療設備及專業醫

護人員，他們沒有能力照護末期病人，

堅持不同意病人出院返家。於是促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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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雲端科技提供高品質及高可近

性的末期病患居家照顧計畫」，雲端資

訊系統建置完成後，家屬在家中就可將

病人的血壓、心跳、血中氧氣、血糖等

生理變化數據上傳雲端，讓醫護團隊在

醫院端，可隨時監控病人的生理變化；

病人及家屬有任何問題，也能透過視訊

及時請教醫護怎麼處理。甚至如果家中

照顧病人的外籍看護有語言困難，也能

透過雲端醫療，請印尼語、越南語等翻

譯志工於醫院及時協助翻譯與溝通。實

際執行雲端遠距醫療照護系統後，發現

居家病人的再住院率明顯下降，病人的

醫療費用及政府的健保支出皆大幅下降，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人及家屬都非常滿

意這項服務。

雲端遠距醫療的成功，也讓花蓮慈院

將這套系統推展到其他的科別、推向社

區；同時結合衛教，像是疾病篩檢、飲

食控制、復健運動等項目，照顧更多亞

健康的社區居民。

二○一八年，慈濟醫療志業與花蓮

慈院在衛生福利部「健康福祉科技整合

照護計畫」的支持下，結合產、官、

學，以花蓮縣秀林鄉為示範推動地區，

透過建置衛生所醫療資訊系統及花蓮慈

院的遠距服務計畫，為秀林鄉一萬六千

戶家庭健康戶口名簿歸戶。秀林鄉是臺

灣面積最大的鄉，原民比例超過百分之

九十，平均壽命要比臺灣其他地區低八

到十歲，五十五歲就算是老年人口，超

過總人口百分之十七，交通不是很方便，

為了把醫療資源提供到需要的人身上，

需要相當多的整合。而此次設定的主要

目標，是減少境外就醫、提升醫療照顧

的可近性、完整性和效益，達到平均餘

命的增加，讓失能及失智能減緩降低。

這套雲端照護計畫以家庭為單位，進

行跨醫療照護、社會福利、兒童早療系

統的資訊收集及整合。同時培訓在地部

落的「健康守門人」定期訪視，教導族

人利用智慧穿戴裝置掌握自身健康，也

教社區民眾如何以運動強身、如何在家

做復健，延伸關懷與照護面，落實在地

人照顧在地人。

這是以醫院為中心的設定，比如病人

抽血檢查或做篩檢，血糖、血脂肪等數

據馬上可以回饋到衛生所、到第一線，

有需要追蹤治療的病人若有狀況，都能

立刻反應。此外，花蓮慈院也引進最新

的智能機器人，目前仍在訓練中，機器

人可以發揮陪伴、提醒用藥、監測病人

的心跳、血壓、氧氣以及運動指導等功

能；也能將病人的生理測量數據回報給

家屬及醫師。

我們利用這些先進的科技，希望能將

醫院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帶進社區，同時

降低病人及健保的醫療費用；更盼望未

來能延長部落居民的平均餘命，降低死

亡率，這需要長期的努力。本著「守護

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精神，結

合雲端科技，這將是未來落實「長照」

照護最堅實的利基。（整理／吳珍香、

楊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