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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的季節裡，從急診室外傷區

的窗子往外看，黃昏的霏霏春雨，別有

一番詩意。眼中看著美景，心中卻擔心

傍晚時分，細雨所造成的視線不良及路

面濕滑，只希望國泰民安不要有車禍發

生。

遭蛇咬送急診　蛇卻送消防隊

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

禍福」，緊急醫療網的無線電中忽然傳

來消息，不是車禍，而是被春雷從冬眠

中喚醒的蛇闖禍了。一位小朋友被蛇咬

傷，透過緊急醫療網的無線電聯絡，讓

急診室醫護同仁早一步瞭解了病患狀

況。

小朋友腳部遭蛇咬傷，由壽豐先送往

慈濟醫院急診室，隨後也捕獲了咬傷小

朋友的蛇，但是蛇卻被帶回消防分隊。

其實治療蛇咬傷，首先要判斷是否為毒

蛇咬傷，接著要治療毒蛇咬傷時，必須

要選擇正確的毒蛇血清，因為儘速給予

「正確」的血清，可以減少進一步的傷

害，及避免蛇毒造成出血或是神經毒性

的併發症。

確定何種蛇　才能注射血清治療

 隨著遠處傳來救護車「ㄛㄧ‥‥‥

ㄛ一‥‥‥ㄛㄧ」的聲音，一部份的醫

護人員已經待命推床準備處理病患；另

一部份的醫護人員在聯絡救護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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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T)，以期獲得更多的訊息，希望能

以最快最好最正確的方式施救。起初獲

得的回應消息是「看起來三分像鎖鍊

蛇，七分像龜殼花」，但是在醫療上不

能隨便注射血清，不是抽三份鎖鍊蛇血

清加上七份龜殼花血清注射就好。因為

無法從EMT那兒確認毒蛇種類，隨著而

來的憂慮就是治療的不確定性。

志工自告奮勇　取蛇驗明正身

正當醫師們在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

好之際，一位當班的志工師兄看

到了醫師的困境，遂自告奮勇的

挺身而出，他說：「沒問題！我

去把毒蛇抓來給你們認。」

這句話有如「旱地一聲雷」，

震驚了所有的人。為了讓小病患

得到最好的醫療，急診室的志工

師兄立刻行動，在黃昏的陰雨中

出發。完全沒考慮到天雨視線不

好，路況不好，只想讓病患獲得

更好的治療。

隨著掛號、問病史、理學檢

查、打點滴、抽血、標記腫脹範

圍等等醫療處置一一進行，蛇咬

的故事經過漸漸拼湊成型。這位

約國小二年級的小朋友是與哥哥

玩躲迷藏時，遭車子下方的蛇咬

傷右足腳踝處。不怕弟弟腳上骯

髒的泥巴，也不害怕自己口腔被毒液影

響，哥哥竟然奮不顧身將弟弟腳上毒液

吸出，手足情深讓醫護人員深深感動。

感動之餘，我們趕緊詳細的檢查了一下

哥哥的口腔，還好沒有腫脹也沒有麻

木。

 在急診室的師兄、師姊陪伴鼓勵之

下，兄弟兩人十分堅強與勇敢，在急診

室一點兒都不緊張慌亂，還在擔心出發

拿毒蛇的志工師伯是否平安。

來到慈院急診的孩童，特別令人疼惜，

幸好有志工師兄陪伴安撫，也能讓家人

稍解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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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不留名　最佳志工精神

不一會兒，衣衫濕漉漉的師兄提著毒

蛇走進急診室的大門，大夥的心總算平

靜下來。我上前想問師兄的姓名，好回

報上人關於師兄的善行，沒想到師兄只

是笑一笑，堅持不願留下姓名，他說：

「這沒什麼，只要對小朋友有幫助就好

了。」

經過確認毒蛇就是具有出血性蛇毒

的龜殼花，我們立刻使用正確的毒蛇血

清！龜殼花與赤尾青竹絲都屬於出血性

蛇毒，使用的是同一種血清。小弟弟留

院治療觀察一天，紅腫顯著改善，隔天

清晨看到一個調皮的小朋友，帶著滿臉

笑容與好奇在急診室到處閒晃，醫護人

員都報以欣喜的眼神，祝福這位活潑可

愛的小朋友趕快健康返家，這是在忙碌

的急診工作生涯裡，一幅深印在我腦海

中溫馨感人的珍貴畫面。

急診部胡勝川主任愛的叮嚀

在台灣最常見的六大毒蛇有：龜殼

花、赤尾青竹絲、眼鏡蛇、雨傘節、百

步蛇及鎖鍊蛇。其中鎖鍊蛇是花東地區

特有的毒蛇，西部地區很少見。被毒蛇

咬傷的現場初步處理原則，首先給予包

紮及使用彈性繃帶，壓力只要比淋巴回

流壓力高即可。

一般民眾認為遭到蛇咬後，誤以為

「應將傷口劃開用口將蛇毒吸出，並且

將傷口上方用布綁起，以防毒液順著血

液往心臟流竄」，其實上述的方法都是

錯誤的。割開傷口會導致感染；用口吸

毒血也是錯誤的，因為救助者如果有蛀

牙或口腔傷口，蛇毒會造成自身的傷

害；而用布將傷口處綁起，則會造成血

液循環不良，導致組織壞死，延誤急救

的第一時間。

蛇咬後 正確處理方式

遭毒蛇咬傷，正確的處理方式是：

先看清楚毒蛇的外觀、花紋，不要攻擊

蛇，以免再次被咬，累積毒素，但如有

工具的協助，最好將毒蛇帶至醫院，讓

醫生能正確辨認、施打血清。然後馬上

請求協助、送醫，經常在深山活動的民

眾，也請隨身攜帶吸取器，將毒液吸

出，並且爭取時間馬上送醫。

「健康的危機是生命的轉機，生命

的危機是靈性的轉機」。在面對病患苦

痛時，簡單的支持可以給病患莫大的鼓

勵，度過健康的危機。

在急診室的工作，常常可以看到許

多人生中的光明面，也會遇到許多的無

名英雄。就像不願留下姓名的慈濟師兄

一樣，冒雨奔波只為了病童能獲得最好

最正確的治療，志工師兄師姊真是急診

室的好幫手，感恩他們！急診室醫護人

員，也應該抱持著這種「慈濟菩薩」的

精神，病患不必知道是誰救回他的生

命，但「守護生命、守護愛」的精神，

會繼續傳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