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三月

75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看了大愛劇場關山系列，關山鎮民才了解醫生願意下鄉的難得可貴，

也讓等著輸出愛心的有心人士找到目標！在善心大德捐救護車之後，

三月六日，另一位善心捐者親自來到關山慈院‥‥‥

◆ 關山慈院的患者、訪客日益增多，停車位不敷使用，三月十八日，鄉

親「鬥陣」來為新的停車場鋪上愛的連鎖磚‥‥‥

◆ 大林慈院終於取得活體器官移植的資格！它給了患者多一線希望，不

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放棄治療……特別是在雲嘉南這醫療較缺乏的地

方，希望可以給病人及家屬更多希望‥‥‥

◆ 三月十日星期六下午，台北慈院陽光大廳人氣匯聚，音樂劇、克己復禮

主題分享、病友的心情分享等等，讓與會民眾擁有一段溫暖時光‥‥‥

◆ 二月二十三日是台中慈院正式啟業滿一個月的日子；且看大家如何慶

滿月‥‥‥

◆ 三月一日，花蓮慈院舉辦《奇蹟仙子726》新書發表會，同時，院

內紀錄上體重最輕、年紀最小動心臟手術的早產兒也將在今天出院

‥‥‥

◆ 三月十二日，全國第一家經鼻胃鏡室在花蓮慈院成立了，歡迎走進全

新裝潢的內科檢查室，吃碗黑糖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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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三月六日

戲說關山動人心 大愛牽起捐車緣

九這段贈車的緣份要從大愛劇場關山

系列說起：原於衛生局服務的劉靜珍，

退休後專心服侍年邁的母親，劉靜珍有

感於慈濟基金會對於故鄉南投九二一震

災復建，上人毅然扛起五十餘所學校重

建工作，感佩於心，更因為母親平日即

樂善號施，劉靜珍發願於母親往生後更

要以母親之名為善結緣。

喜歡看大愛劇場的她，首先捐贈六十

萬元成為大愛之友，為清流教化人心盡

一份心力，也因此和大愛會客室主持人

陳凱倫成為好朋友。劉靜珍向陳凱倫提

及想再捐一台救護車，因為關山系列

《愛相隨》的播出，陳凱倫瞭解偏遠地

區醫療資源的缺乏，潘永謙院長也恰巧

到大愛台錄製大愛會客室節目，於是藉

由陳凱倫的介紹，劉女士向院長說明願

意捐車協助偏遠醫療。因前不久已有吳

宗翰師兄捐贈救護車一台，院長於是建

議劉女士捐贈公衛居家訪視車，方便身

材嬌小的護理同仁可以駕駛，而且車體

較小適合穿梭於羊腸小徑；劉女士還親

自到關山慈院瞭解醫院服務業務後，隨

即豪邁的答應捐車，而且直接授權醫院

劉靜珍女士（左二）與劇中真實人物潘院長(左三)、關山農會陳秋英總幹事(左四)、陳凱

倫師兄(右四)及師姊們在贈車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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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採購，也因為劉女士的肯定，讓同

仁受到無比的鼓勵，朝好還要更好的目

標努力。

簡單的贈車儀式從劉女士和陳凱倫

師兄將鑰匙交給潘院長開始，然後關山

鎮農會陳秋英總幹事代表關山民眾回贈

關山米，最後劉女士和戲中本尊──潘

永謙院長、胡玉貝師姊、蔡秀琴師姊、

李金釗師姊等人合照，一起為大愛做見

證。劉靜珍女士最後仍豪邁地說：「這

沒有什麼值得宣揚，只要所有同仁努力

跟著上人做慈濟，發揮良能，這樣就足

夠了！」

護理同仁們到山間海邊進行居家訪

視，一路上開著這台愛心匯聚的公衛居

家訪視車，果真是愛相隨！

(撰文、攝影／楊柏勳)

三月十八日

職志合心鋪連鎖

關山慈濟醫院占地面積不廣，停車場

停車位不敷使用，造成四周環境零亂。

為了使病患停車方便，不再為停車延宕

看病時間，醫院同仁楊景強提議獲同意

通過，醫院宿舍後面面積約六百坪的空

地，經整理後於今天鋪設連鎖磚，約可

容納二十五台車。

今天前來參與鋪設連鎖磚的有，醫

院同仁、台東、太麻里及當地志工約

四十五人，人數雖不多，但愛的連鎖

效應在這小鎮中盤旋著，潘永謙院長帶

領醫院同仁楊震、丘昭容、張志芳等醫

師及放射科、藥劑師、醫護同仁，投入

鋪設工作，預估用三萬個磚塊構築停車

場，以兩個工作天完成，職工志工大家

合心協力邁力付出，個個歡喜投入，集

眾人之力謀眾人之福。

職志合一內外皆美

醫院同仁放棄休

假時間投入，細心

放置每一個磚塊。

潘院長說：自己的

停車場當然要盡心

力，累積鋪設連鎖

磚第二次經驗〈第

一 次 於 台 東 靜 思

堂〉，做起來比較

順手，但鋪設連鎖

楊景強(左)與張志芳醫師

(右)指導丘昭容醫師(中)

連鎖磚鋪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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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是勞力，為病人看病是勞心，一個早

上下來已磨破兩雙手套，手也起了好幾

個水泡。

活動中適逢台東藥師公會參訪關山慈

院，潘院長及丘昭容醫師即刻換裝，回

復醫師角色，為同行分享上人理念及醫

院醫療設備。

婦產科張志芳醫師也是第一次參與，

他打破「隔行如隔山」法則，平常雖不

曾做粗活，但手腳卻相當敏銳，不過一

下子就臉紅，氣喘噓噓，斗大汗水沿

著雙鬢不斷冒出，滑落地面。他說：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變高手。』

鋪連鎖磚或許不需要什麼專業，但需要

技巧及智慧，只要每個磚頭都打斜角就

很好鋪了。」；雖然如此，他還是覺得

手臂真的很痛，明天看診手可能比磚塊

還重。

神經外科楊震醫師也是第一次，他帶

著大女兒楊靜一起鋪設連鎖磚，以身作

則，小女孩不怕一個近三公斤重磚頭，

小小雙手跟爸爸傳遞愛的接力。她說：

「不會很重啊，很好玩，

妹妹本來要來，可是我不

給她跟來。」這時爸爸趕

緊補充：「不是啦，是妹

妹太小不能來啦。」

而楊醫師在傳遞連鎖磚

時，心繫加護病房家屬焦

慮情緒，於探視時間換上

白袍為家屬解說病患病情，讓家屬心

安，為冰冷的醫院燃起溫柔的光。

志工們個個也都歡喜心投入，有的

全家動員，阿公帶孫子，姑姑帶姪子，

一起見證守護關山小鎮的慈院的這份用

心。一整天工作下來，大家把辛苦當幸

福，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收藏今天這份

福緣。(文、攝影／林素月)

大林
三月十九日

取得活體肝臟移植資格

照顧病人對尹文耀醫師來說，是一條

漫長的不歸路，但卻是上天賦予醫師的

重要使命。

多少夜晚，守著手術台，汗水淋漓，

眉頭緊促，為得就是救活患者的性命，

喚回一家人的希望；多少曙光伴他返

家，徹夜未歸，為得是見到病人平安度

潘永謙院長(左)細心撫平碎石讓

磚塊放得平穩。右為婦產科張志

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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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危險；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為了搶

救患者與時間賽跑，不分日夜，不論晴

雨，總是伴在病人身邊，那份守護生命

的愛及用心，著實讓人感動不已。

取得活體肝臟移植資格

近日，一則喜訊是令人雀躍的，大林

慈院器官移植小組於二月二十六日取得

活體肝臟移植資格。

「雖然肝臟移植數量不多，但由於

團隊醫療小組的用心，患者恢復狀況良

好。」器官移植一般外科主任尹文耀主

任表示，除了患者身安，家屬也心安。

或許這取得資格對一般人而言，沒有太

大的影響，但對等待肝臟移植的患者來

說，可是另一個求生的機會。

活體移植是五等親以內可捐贈，而

取得活體移植醫院的資格不易，除了醫

師必須具備資格外，醫院必須有一般肝

臟移植五例以上，且有一例需為分割手

術，也就是需將肝臟分割給不同的人；

而五例中，一年以上的存活率需有百分

之七十以上，這需要各科集合的團隊共

同照護，非一人所能承擔。

因為活體器官移植非一般移植單純，

一般移植要將腦死患者照顧好器官，直

到器官安然移植後，腦死患者就會帶著

祝福離開。但活體移植則不一樣，由於

捐贈者是健康的人，除了手術前要小心

外，手術後更要特別注意捐贈者狀況，

這對醫師來說，更是雙重壓力，而這不

只是短暫的照護而已，更是長期關心與

陪伴。

尹主任有感而發，或許活體器官移

植有它的危險性存在，但它卻給了患

者，更多了一線希望，不希望患者因

等不到器官移

植就此放棄治

療，甚或病急

亂投藥，特別

是在雲嘉南這

醫療較缺乏的

地方，希望可

以給病人及家

屬更多希望。

因器官移植團

隊的努力，取

圖為大林慈院舉辦

器官移植感恩慶祝

會，患者送花感謝

尹文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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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活體肝臟移植的資格，對這醫療缺

乏的地方是福音。

器官捐贈無價

台灣目前等待換肝者為一千人以上，

但能得到回音者卻了了無幾，機會真得

很少，而即使條件符合，但礙於東方文

化背景的觀念，傳統思想都認為人往生

就該完整的軀體入土為安，而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能任意損傷，但上人曾說

過，身體雖然是父母給予的，但如我們

能好好善加運用，以此報答父母恩，就

是大孝。近年來由於慈濟人與宗教團體

的呼籲，在台灣的器官捐贈觀念日漸打

開，而器官捐贈的宣導，更是器官移植

小組努力的方向。

尹主任表示，真正器官捐贈是高尚

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真有緣遇

到，應宣導大家能發揮愛心，不但減少

病患家屬及社會的負擔，更是回饋社

會，亦是另一種環保。

不回頭的一條路

「過去總認為這條路是辛苦且孤單

的。」尹主任回想過去，走上器官移植

這條路，覺得非常的孤單，「但是在慈

濟裡，就不再覺得孤單。」接到個案的

當下，沒有一個人不緊張，但是團隊所

有人的心情卻是凝聚的，為了救一個

人，大家鍥而不捨地努力著，而這更讓

尹醫師覺得，這是一條永遠無法回頭的

路。「少我一個也許無所謂，但多一個

卻是多一個助力、多一個希望。」因為

團隊的合心努力與展現於互動之中的默

契，讓尹主任能堅持不放棄，因為團隊

強力的後盾，支持著他無法停下來，讓

他走上一條不歸路，也是一條不悔路。

看到病人的笑容，他確信這條路是對

的；看到家屬愁苦的臉龐換上了歡喜，

他也開心的笑了。

即使器官移植這條路不容易，即使

醫師們都還年輕，但這些年輕的醫師們

肯學習、肯付出，尹醫師確信「三個臭

皮匠真能勝過一個諸葛亮。」只因他們

永不放棄一絲希望，給予病人最好的依

靠，而器官移植的當下，早已牽定醫

病間永不斷的緣，這段溫馨故事仍在這

白色的巨塔中綿延，而守護生命的磐石

仍定在這嘉南大平原，守護健康，守護

愛。（文／曾雅雯）

台北
三月十日

克己復禮　從醫院開始

揮別一星期又溼又冷的天氣，今天

終於得以紓解，氣溫也稍稍回溫。台北

慈院一樓的陽光大廳裡，聚集參與活動

的住院病患、民眾與醫院志工。在引導

下，人人喝一杯「慈濟三好茶」──口

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祝福自

己、也祝福周圍的人，溫馨氣氛讓人歡

喜自在。

接下來，文山區手語隊、新店區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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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民與學生們一起合作，搭配演出靜

思劇場《跪羊圖》音樂劇；呈現父母懷

胎十月、全心全意養育與教育的辛勞，

為人子女要知恩，更要有報父母恩的孝

心。短暫而精緻的演出，也吸引不少來

往人群佇足品味，可見活動之精采！主

持人謝淑鳳師姊貼心提醒在外求學或忙

於工作的子女，別忘時時對家人問安、

報平安，也要常對父母說聲：「我愛

您。」

這齣音樂劇也帶入今天「克己復禮、

民德歸厚」的主題，每個人在生活中都

有自己的定位和責任，父母親在家庭盡

好為人父、為人母的角色，子女則要懂

得孝順父母、尊敬師長、用功讀書。每

個人做好本份事，守護導正社會風氣，

才能成就祥和的社會。

「克己」是約束自己、節制欲望，要

求自己自我反省、自我學習；「復禮」

是使言行符合禮儀；「民德歸厚」則是

人人懂得敦厚、仁厚和寬厚。中國本是

禮儀之邦，願人人重拾「守本份」與

「恭敬心」的生活態度。

生活智慧王

但是，這禮教之美如何在生活中去實

行呢？

現場備有一份「環保生活檢查表」

問卷，加上主持人有獎徵答的互動，可

以清楚了解到：有節度的食衣住行、尊

重別人等等，就是禮的表現。例如先開

窗再決定開不開冷氣，冷氣設定二十六

至二十八度的室溫即可；選擇好的電視

節目與家人共賞；洗衣前先浸泡二十分

週六下午的茶會活動，在引導下，人人喝一杯「慈濟三好茶」，祝福自己、也祝福周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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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提高洗衣效率等等。

這些生活小撇步既可省錢，又可對

環境盡一份節約能源的心力。就如上人

「美善報導俱清澄」的開示影片中，年

輕人放棄唱卡拉OK、喝咖啡的娛樂享

受，將寶貴的時間用在做環保；還有老

婆婆每日點香祈願，希望人人省水省電

……，當說到「省手機」時，每個人都有

些羞赧地笑了，也感恩婆婆的提醒呢！

當大家以恭敬心專注於上人開示影

片時，有一抹輕柔身影步入會場，她是

值班護理長洪佩菁。一個個巡視檢查病

患的醫療儀器，希望所有病患能即時得

到協助，在很安全的環境中參加活動。

一份溫馨醫病情的周全照顧，不僅是在

病房，也在院區的每一角落；讓每星期

六此時此刻的下午，都有感人的故事分

享。

重生希望之路

唐莎琍女士以感動的心，上台分享心

路歷程。住院一個多月來，從查不出病

情到知道病因，從無法

進行開刀、生命只剩三

個月，到告知有開刀的

機會。她感恩慈濟醫療

團隊的用心診治，讓她

心中滿是溫暖，生命也

重現奇蹟。

唐莎琍表示：願為

「機會」搏搏看，如果搏不贏就「早去

早回」；然而，一條希望之路，讓她再

度重生，繼續這段人生路。除了感恩外

科伍超群醫師、肝膽腸胃科林憲宏醫師

外，她還要感謝這段時間對她悉心照顧

的八A護理人員，病房區工作量大，有

時護理人員還要包容、承受病人的責

難。現在，她以自身的經歷，鼓勵所有

的病患要堅強、加油！因為意志力可以

戰勝病魔，給自己一個機會，一個為他

人服務付出的機會。 
病了五年，淋巴癌末期患者許秀鳳做

了無數化療，要依賴嗎啡控制疼痛；由

於需要配對骨髓，她又回到慈濟醫院。

昨晚痛到不行，萬祥麟醫師告訴看護人

員，只要痛就趕快打針，「不要讓她痛

得這麼厲害」。許秀鳳表示：痛！讓自

己變得更溫柔，也看到別人的溫柔。從

來，不敢想也不知未來的路怎麼走，這

一句真誠關懷，以及十A護理人員的耐

心鼓勵，讓她更勇敢，也相信人有無限

可能。

醫師的關心與護理人員的耐心

鼓勵，讓許秀鳳女士更勇敢的

面對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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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來菩薩醫院

看大愛台後，得知有慈濟醫院，上網

查詢到台北慈院，於是張滿惠在先生陪

同下，遠從金門來到此院。經過婦產科

許文瓊醫師的治療，半年來毫無起色的

病症，終於有所改善；昨天，也順利完

成手術。

張滿惠忍著傷口的痛，堅持下樓來與

大家結緣。她的先生說：「很感恩慈悲

的護理人員與師姊志工，也希望金門有

一所這樣的菩薩醫院。」主持人謝淑鳳

師姊與陪伴在旁的醫院志工，鼓勵這對

夫妻，帶著滿滿的愛回到金門後，與所

有的鄉親共同努力發心募款；相信在不

久的將來，就能蓋一所菩薩醫院。

活動最後，也祈願祝福在這所菩薩

醫院接受診治的病患們，能早日恢復健

康，享受亮麗的人生！(文／朱英彥　

攝影／高順義)

台中
二月二十三日

台中慈院滿月喜

台中慈濟醫院滿月囉！為了慶祝這個

特別的日子，醫院分別於昨日(二十二

日)下午五點鐘與今天上午九點三十分別

舉辦了歡度滿月慶團圓與為萬人健康把

脈滿月記者會，感恩全院醫療同仁付出

的同時，也將這份成果呈現給大台中鄉

親，讓大家一塊來分享我們的喜悅。

「輕輕鬆鬆」阿嬤在台中慈院滿月這一天把裝滿硬幣的竹筒親自送給院長，希望傳遞這份心意給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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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滿月 全球慈濟人同慶

昨天下午四點半，全院同仁為了等會

兒的活動，大家各司其職，忙得不亦樂

乎！大醫王們為了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

也準備了太鼓表演。「咚！咚！……」提

早集合於社服室門口，透過鏗鏘有力的

鼓聲，要讓鄉親知道台中慈濟醫院滿月

了。

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院長許文林、

院長夫人許媽媽、還有師�攜手推出滿

月蛋糕，剛從美國回來的慈濟全球志工

總督導黃思賢師兄也特地參與晚會活

動。

核子醫學科陳慶元醫師上台分享表

示，台中慈院給了自己給許多第一次的

經驗，這就是他頭一次在眾人面前打

鼓。個性沉默寡言的陳醫師說：剛剛上

台演出時，腦袋根本是一片空白，先前

練習的節奏完全變調了。

晚 會 現 場 ，

許多病患也趕來

參加這場盛會；

還有一位難得的

嘉賓，就是家住

醫院附近的蔡金

珠阿嬤。台中慈

院啟業起，每天

阿嬤的女兒在早

上上班前，就載

阿嬤到台中慈院「上班」，她來到慈院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掏出身上的三十三

元，投到大廳右側的竹筒，一連投了五

天，天天都是三十三(台語有如：輕輕鬆

鬆)，所以大家都稱她為『輕輕鬆鬆』阿

嬤。阿嬤還請了一個竹筒回家，就在台

中慈院滿月這一天，她把裝滿硬幣的竹

筒親自呈送給院長，希望傳遞這份心意

給醫院。

健康諮詢兩萬人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在老師的指導

下，小蕃茄安親班小朋友用專業架式與

擊鼓表演，為台中慈院揭開為萬人健康

把脈滿月記者會。

台中分院正式啟業滿第一個月，期

間透過健康諮詢活動，推廣預防醫學概

念，總計健康諮詢活動期間，接受健康

諮詢與關懷門診總人數超過兩萬人。許

文林院長綜合健康諮詢發現的潛在性疾

台中慈院滿月了，在

這兒出生的兩個寶寶

也滿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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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提醒大家，真的要做好健康檢查為

自己的健康把關。

神經外科醫療團隊也由陳子勇副院長

領銜呈現這段期間的醫療成果，團隊成

員林英超醫師與江俊廷醫師也都出席了

記者會。

雙喜臨門慶滿月

今天是個雙喜臨門的日子，因為在台

中慈院第一對出生的男寶寶李杰恩與女

寶寶張家禎也滿月了。醫院特別準備了

一場慶祝會，歡迎寶寶回娘家。為彰顯

台中慈濟醫院是預防醫學重鎮，許院長

與婦產科主任許振興醫師也頒發健檢憑

證給兩個家庭，兩位寶寶未來到院預防

注射看診，都免收掛號費。

現場還準備了一個蛋糕，大家一起幫

寶寶唱生日快樂歌，公傳室也製作了溫

馨的影像紀錄，播放寶寶們在醫院誕生

的點滴。師嬤更帶來了玉觀音祝福寶寶

平安健康地長大。

寶寶杰恩的爸媽為了感恩台中慈院，

還準備了兩大籃的紅蛋分送給大家，現

場的記者朋友、師兄師姊與來賓共同分

享著寶寶滿月，以及台中慈院滿月的喜

悅。（文／簡伶潔 攝影／賴廷翰）

花蓮
三月一日

接受心臟手術之早產兒出院

「親愛的小羽：時間過得好快喲，轉

眼間妳的體重已經突破2500公克大關，

然後也要回家了。雖然有那麼一點點捨

不得，不過看到妳現在能長那麼大，那

麼健康，阿姨也很開心……

2/28　姨」

在媽媽肚子裡只住了二十五周又兩天

的小羽，今天要出院了。在護士阿姨所

記錄的小羽成長日誌中，出院前一天的

記錄上這麼寫著。

小羽是慈院創院以來體重最輕、年紀

最小接受開放性動脈導管結紮術（出生

時心臟動脈血管沒有閉合）的早產兒，

她於去年十一月五日出生，

當時體重只有六百九十四公

克，在經過小兒科、心臟

科、眼科、復健科等團隊

同心協下、全心全力照顧

一百一十六天後，在很接近

原本預產期的日子裡健康出

早產兒小羽要出院了，院長阿公開心

的抱著她，圖中為護理部章淑娟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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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院時體重二千五百五十二公克。

今天在《奇蹟仙子726》記錄早產兒

小湘成長的新書發表會中，同時也是小

羽出院的日子。第一次露臉的她，睡得

好沈，完全不受外界干擾。

林欣榮院長在會中表示，花蓮慈院醫

護團隊做到了讓體重只有零點五公斤、

心臟有問題的早產兒動了心臟手術並健

康出院，慈院醫護團隊可說是照顧早產

兒的典範團隊。

小兒科朱家祥主任表示，小羽是慈院

創院以來體重最輕的早產兒，她能存活

下來已不簡單，而她又能在沒有任何智

力、視力、聽力等併發症下出院，更不

容易。

他表示，今天發表新書的主角人物

小湘也是一位早產兒，目前四歲的她還

無法拔除氣切管。小湘、小羽的差異何

在呢？差別在父母給的信心。小湘的父

母聽信民間傳說，又擔心早產兒有太多

併發症，以致醫護人員沒有在第一時間

內做良好的介入。小羽的醫療介入得很

早，而且現在的醫療很進步，已經有能

力可以照顧早產兒，如果早產兒的父母

能給予充分的愛，他就能平安存活下

來。更特別的是，慈濟醫療團隊有獨特

的慈濟人文，從護理人員為小湘寫的日

記本裡就可看得一清二楚，這裡的醫護

都把小湘視為自己的孩子般照顧。那一

段時間，幫小湘買衣服、玩具成了護兒

中心醫護的興趣，他們甚至還把送給小

湘的壓歲錢、生日禮金存成一筆成長基

金。

護理部章淑娟主任表示，感恩小湘

讓護理人員學得照顧早產兒的經驗，在

《奇蹟仙子726》新書裡，有她七百多

個日子的成長記錄，可以提供日後的護

理人員、早產兒父母學習。

朱家祥主任表示，為了照顧小羽，張

宇勳醫師以院為家，錙銖必較的調整呼

吸器的設定值，儘可能減少對小羽的傷

害，才能讓小羽順利健康出院。照顧小

羽不遺餘力的張醫師，則一再強調一切

歸功於所有團隊的努力。

(文、攝影／程玟娟)

三月十二日

內科檢查室搬新家

成立全國首間經鼻胃鏡室

全國第一家經鼻胃鏡室在花蓮慈院成

立了。

腸胃內科主任胡志棠表示：經鼻內視

朱家祥主任介紹由小兒科團隊合著的新書《奇蹟

仙子726》。右為小羽的主治醫師張宇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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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不必經過嘴巴，不會引起嘔吐，接受

度比較高，病人反應都很好。日本已經

有百分之四十的市場，美國也在流行。

在台灣由慈院主辦推廣的經鼻內視鏡，

從二○○五年至今已經使用了兩年，累

積了很多個案，也將病人們的感受及操

作技術全部錄影起來，並且在台北、台

中都有演講過，廣受好評。

經鼻胃鏡室在哪裡呢？就在搬了新家

的內科檢查室裡。

在這個新空間裡有木紋裝

潢，有藍天白雲天花板；有號

碼燈，方便病人預估等候時

間；空間隱密性夠，病人做起

檢查更有安全感；每間檢查室

有呼叫器，當病人發覺檢查過

程不適時可以呼叫；有恢復室，恢復室

裡有完善的麻醉、監護設備，讓麻醉病

人在恢復過程中及身體不適病人可以休

息；有獨立的清洗空調，保護病人及同

仁免受揮發性消毒液的毒害；有四台視

訊電視，可以透過視訊教學，讓醫師及

實習醫師們不必再擠在病人身邊，也能

清楚看見整個檢查過程。

這裡總共有八間檢查室，有四間內視

鏡室，三間超音波室，還有一間腸胃功

能檢查室。每間檢查室都有兩道防護措

施──門加上圍簾。由於大腸鏡室隱密

空間要更好，於是設在最裡頭的第八檢

查室。在第八檢查室裡，不僅有獨立的

更衣室，還有衛浴設備，方便病人檢查

時上廁所用。

今天是內科檢查室搬新家後的第一個

工作天，同時也在下午三點請大家吃湯

圓。為了達到以病人為中心的目標，今

後新空間規劃好之後，腸胃科診間也將

移到二樓來，屆時將更方便患者看診做

檢查了。

(文、攝影／程玟娟)

胡志棠主任示範經鼻胃視鏡。

內科檢查室有新氣象，不只搬新家請

吃湯圓，同時也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經

鼻胃鏡室。肝膽腸胃科胡志棠主任邀

請等候區家屬享用湯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