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
2010年4月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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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慈院朝向無紙化病歷系統發展，「病例掃描系

統」正式啟用，二十九萬分長期未就診的紙本病例將

掃描存入電腦系統，厚重的傳統紙本病例也即將走入

歷史……；此外，整形外科病房也首次舉辦聯誼會，

邀請糖尿病患一起控制血糖，保護足部的健康……

◆��大林慈院受嘉義縣大埔衛生所之邀，首次風塵僕僕到大埔山上進

行成人全身健康檢查，為純樸的阿公阿嬤健康把關……大林慈院

也在十六日舉辦病友會，邀請中西醫醫師與民眾分享，讓大腸癌

可以獲得全方面的治療與預防……

◆ 臺北慈濟醫院的醫護、行政同仁在地球日當天走上街頭，以掃

街、環保站回收響應地球日，身體力行愛地球……

◆��臺中慈院院慶新書《從症狀把關健康》首度在慈院舉辦簽書會，

作者之一郭啟中醫師與前來分享中醫觀點的黃慶峰醫師與民眾對

談，民眾們把握與醫師面對面的機會，一一將困擾自己的小症狀

請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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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四月十五日

掃描系統啟用

病歷無紙化首部曲

四月十五日上午，花蓮慈院正式啟用

「病歷掃描系統」，邁開病歷無紙化的

第一步。

設置在地下室的病歷室，原本為置放

二百五十床規模，因為這是花蓮慈院最

初的規劃，二十四年後已是近一千床的

規模，難以想像病歷室的空間是如何地

「妥善運用」才能存放歷年來的病人紙

本病歷。

可謂「堆積如山」的紙本病歷，其實

全靠著默默付出的病歷組同仁整理。而

超過七年法定保存期限的紙本病歷，如

果統統整理在一處，可以排出十個大貨

櫃，非常壯觀。幸好靠著病歷組同仁分

類、歸檔，再封箱存放，絲毫不影響醫

院的運作，病歷室也仍然保持自在呼吸

吐納的空間。

掃描資訊系統軟硬體的進步，讓病歷

能夠存在又不佔實體空間。首先，就從

已封箱留存的病歷開始。

病歷室裡這臺新穎的掃描機，如一般

影印機大小，病歷組同仁熟練地將十年

以上未就診的紙本病歷分類，再確認無

誤後，將病歷依序放入掃描機，「咻！

咻！咻！」不到十秒鐘，一份紙本病歷

便留存了電子檔備份，完成建檔了。

未來，花蓮慈院將朝向無紙化病歷

系統發展，目前第一階段是將十年以上

未就診的紙本病歷，分類掃描入電子病

歷系統，如此一來，不僅能省下許多存

放病歷的空間，也能達到環保減碳的目

的。

王志鴻副院長表示，經過二、三年的

規劃與多次的參訪、觀摩他院實施病歷

無紙化作業流程，病歷掃描系統終於在

今年付諸實行，為無紙化電子病歷做準

備。除了希望能提供醫師查閱、管理的

需求，也能環保減碳，並為醫院節省空

間，有更多的空間供醫療服務使用。看

到掃描成果的王副院長直說：「掃描品

質很好呀！」，對於同仁的用心讚譽有

佳。

厚重的傳統紙本病歷即將走入歷史，

▌面對堆積如山的紙本病歷，全是靠著一群默默「幸

福」的病歷組同仁，合心、協力下整理，存放一箱箱

超過七年法定保存期限的紙本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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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室病歷組組長林玲珠表示，從今年

起醫事室病歷組將正式啟用病歷掃描系

統，這項工作由專責人員負責，將約

二十九萬份長期未就診的紙本病歷掃描

存入電腦系統中，預計三年的時間完成

建檔。

下一階段，醫事室將與資訊室合作開

發病歷電子簽章系統，讓新病歷也能以

電腦系統處理，不再需要紙本，便利醫

病雙方。（文、攝影／彭薇勻）　　

四月十八日

知足護足  糖尿病友聯誼樂

花蓮慈院整形外科病房首次舉辦「糖

尿病併發足部潰瘍病友聯誼會」，三十

多位病友與家屬共襄盛舉，醫護、營養

師全力參與，整形外科李俊達主任也全

程參與。

控制血糖  避免併發症

由糖尿病衛教中心游雪峰衛教師主講

「胰島素你是誰？」、整形外科護理長

郭楊卿分享「你我關心的足部保健——

足部SPA影片分享與實務操作」，營養

師林怡君分享「怎麼吃到美味食物？」

等講題，透過講座教育及病友經驗分

享，提升病友、家屬對「糖尿病足」的

認識。

「全世界每十秒就有兩人罹患糖尿

病，其中一人死於糖尿病併發症。」

游雪峰衛教師分享國際糖尿病聯盟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
的統計數據顯示，糖尿病的可怕就在於

它的併發症，造成死亡的原因，往往是

導因於血糖控制不良。而且糖尿病的慢

性併發症幾乎是全身性的，包括眼睛病

變、腎病變、腦血管意外、心血管疾

病、神經病變、足部病變等，一旦血管

硬化，失明、中風、洗腎樣樣來，其中

神經病變是造成病友們非創傷性截肢最

主要的原因，因此雪峰也呼籲病友除了

血糖控制外，不要輕忽糖尿病的合併

症。

▌病歷組同仁熟練地將十年以上未就診的紙本病歷分

類，並拆解病歷流程。

▌王志鴻副院長(右二)與徐邦治醫師(右一)專注地看

著醫事室病歷組同仁操作著掃描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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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傷口慎處理 不落入截肢命運  

整形外科主任李俊達表示，一般人

對於傷口處理即需謹慎注意，糖尿病患

者的傷口更會因神經病變與周邊血管病

變而難以癒合，再加上足部血液循環不

佳，一個小傷口三到五天就可能釀成大

禍。

由於長期糖尿病會導致周邊神經病

變，讓足部的保護性感覺減退或喪失，

即使只是不合腳的鞋子、修剪趾甲、切

除雞眼、赤足行走或天冷時以熱水袋熱

敷足部等造成的輕微外傷，患者多不自

知，再加上易合併下肢血管狹窄或阻

塞，因此血流供應至足部顯著減少，形

成癒合不良的傷口或潰瘍。

而且，許多截肢一腳的患者，過沒幾

年，另一腳也會面臨相同的命運，因所

有重量都壓在另一腳，復發機率也大。

最佳代言人樂分享

讓病友引以為鑒

被李俊達主任喻為糖尿病併發症「最

佳代言人」的張國彬先生，四十二歲的

他已有二十年的糖尿病病史，幾乎所有

的併發症都可以在張先生的身上看到。

幾年前，張先生因為出現視力模糊，才

意外發現自己的視網膜血管、腎臟與腿

部血管早已因糖尿病控制不佳產生了病

變。

兩年前，張先生因為足部有小傷口，

到醫院就醫，竟然陸續歷經二十多次的

手術搶救，最後進行血管繞道手術才保

住免於截肢的命運。張先生現在除了定

期接受眼科視網膜病變的追蹤外，一周

需洗腎三次，但他依然樂觀地面對人

生，並經常出席病友會，以過來人的身

分經驗分享，為病友與家屬加油打氣。

釐清迷思護好足 病友鼓舞互支持

「一旦開始使用胰島素必須終生使

用？」、「注射胰島素，我的糖尿病沒

▌整形外科病房護理長郭楊卿（中）與病友張國彬

（左一）一起示範「足部SPA」。

▌林怡君營養師（左一）也與病友們分享「怎麼吃到

美味食物」，讓病友們能吃得安心也吃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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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畢竟，不是人人都是醫療專

家，很多人對於自己的疾病會有誤解存

在，游雪峰說，很多患者對於施打胰島

素經常有迷思，但其實胰島素並不是藥

物，而是人體細胞分泌的一種荷爾蒙，

只是糖尿病患者在罹病幾年後，胰臟中

的島狀細胞團「胰島」功能會逐漸衰

退，以致無法製造足夠的胰島素來降低

血糖，必須靠注射來補充，才能有效預

防糖尿病併發症的發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見

會場發給人手一個「護足包」，裡面有

鏡子、放大鏡、指甲剪、毛巾、淺色襪

子、軟毛刷、乳液等齊全的工具，因為

郭楊卿護理長要示範「足部SPA」，教

病友們輕輕鬆鬆享受足部按摩。護理長

表示，藉由每日的洗腳按摩，除了可防

止足部乾裂外，還可以檢查足部是否有

傷口，最重要的是透過按摩促進末梢血

管的血液循環，減少足部併發症或是傷

口產生。

此外，林怡君營養師也與病友們分

享「怎麼吃到美味食物？」很多糖尿病

患者經常反應，生病後很多食物都要忌

口，生活多沒樂趣呀！其實糖尿病飲食

是以正常飲食的原則為基礎，視個人需

要調整熱量、蛋白質、脂肪及醣類的攝

取量。其實，糖尿病患者所需要的基本

營養與一般人是一樣的，所以正常健康

的人也可以跟著糖尿病飲食原則攝取均

衡營養。

郭楊卿護理長表示，病友會對病人來

說除了是支持團體，也提供了訊息分享

的功能。未來整形外科病房將持續舉辦

病友聯誼會，也希望病友們相互宣傳，

透過病友家屬的經驗分享，加深民眾與

病友對足部護理的重要及預防措施，一

同分享正確的衛教知識、飲食療養觀念

及病友分享，鼓舞病友活出快樂人生。

（文、攝影／彭薇勻）

▌整形外科主任

李俊達(站立說話

者)也特地前來共

襄盛舉，鼓勵病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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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四月九日

大埔首場篩檢 捧場鄉民破百

早晨，天未完全亮，醫護團隊一行人

從嘉義大林鎮出發，途經近百個拐彎，

從山的一頭繞過另一山頭，中型巴士穿

梭在霧茫茫的半山腰間，前往大埔鄉的

主要幹道路況不佳，中埔鄉與大埔鄉間

的道路多處坍方，因而改駛國道高速公

路，南下經臺南玉井，花兩小時才抵達

大埔醫療站，準備開始今日的健檢活

動。

「阿公你怎麼沒有帶『等路』來？你

不是來看我的嗎？」

『要帶什麼等路？』

「都可以啊！」

『阮是要帶兩串香蕉來！妳這次怎麼

沒有帶男朋友給我看？』

如同多年熟識的家人般親切，嘉義

縣大埔鄉醫療站的護理師與阿公阿嬤閒

話家常，一來一往調侃般的互動，一句

「我們都很熟啦！」可以得知醫護同仁

多年來付出心力的投入，守護偏遠山區

居民的健康。而今保健的觀念已經在大

埔鄉扎根，大林慈院同仁也與在地人建

立了深厚的情感。

「還沒七點，阮就從茄苳村走到這，

喔！阮走一點鐘咧……」，由大林慈院

與大埔衛生所共同主辦，今年首場在大

埔醫療站舉辦的社區成人健康篩檢，吸

引了百位阿公阿嬤參與，醫療站旁還搭

起棚架，讓老人家不會曬到太陽，也可

以坐下來欣賞由慈濟志工帶來的手語表

演。

「阮透早就出發，衛生所小姐通知要

來做檢查，今仔日就卡早來……」，純

樸率真的村民，身著輕便衣裝，一大早

就「厝邊頭尾」相邀來到醫療站做身體

健康檢查；有的阿公、阿伯下田農事做

到一半，穿著雨鞋、戴著斗笠就來參加

篩檢，場面熱鬧哄哄，過程中還發生報

名人數過多，電腦當機的意外插曲。

大林慈院社區醫療部鍾瑞娥專員表

示，這場社區健康篩檢服務與以往不

同，大林慈院受大埔衛生所之託，首次

舉辦的成人全身健康檢查，從抽血、量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檢查、血壓測

量、尿液、糞便潛血反應、口腔粘膜、

子宮頸抹片、骨質檢查到理學檢查，各

種項目都由大林慈院醫護人員及大埔當

地慈濟志工支援。其中，由於鄉下的阿

嬤阿姨保守害羞，社區醫療部更貼心設

想，特地安排女性醫師黃慧雅，為婦女

進行子宮頸抹片的檢查。

「阿伯，你有抽菸吃檳榔嗎？」『有

喔！阮吃六十多年的菸囉！從古早到現

在，從年輕就開始吃……』大多從事農

作的居民，多罹患慢性病，像是高血

壓、高血脂，而在長期的勞力工作下，

時常腰骨酸痛，或腸胃不適導致夜晚睡

眠不好，老人家眼睛退化視力衰減等，

都是常見的疾病；「山上的居民較不注

重健康問題，等到身體不舒服，到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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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醫院就醫，車程最快也要一個多小

時。」因應早期檢查、早期治療，也鼓

勵阿公阿嬤養成保健知識，除了健康檢

查外，醫療站也會定期舉辦衛教講座。

嘉義縣大埔鄉鄰近地區為保護區的曾

文水庫，近年來更因嚴重缺水導致農作

水源不足，種作困難，農

民只能耕種竹筍、檳榔、

木瓜、香蕉等少數作物。

「當地居民日子苦哈哈，

生活很辛苦，附近也沒有

工廠可供經濟收入。」同

為大埔人的慈濟志工余淑

卿說，在這樣辛苦的環境

中，更要維護阿公阿嬤身

體的健康，建立正確的保

健知識，就是偏遠山中小

小醫療站首要的任務。

（文、攝影／張宜茜）

四月十六日

中西醫聯手

腸癌癒率高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

計，每年有超過一萬人罹

患大腸癌，大林慈院腫瘤

中心十六日上午在地下二

樓候診區舉辦病友會，邀

請一般外科徐大聞醫師及

中醫科葉明憲醫師分享如

何以中西醫方式共同面對

大腸癌。

上午十點不到，已有許

多民眾及病友在現場等待聆聽這場難得

的中西合璧講座。活動首先由腫瘤中心

蘇裕傑主任的致詞揭開序幕。蘇主任表

示，大腸直腸癌是臺灣過去五年來增加

極為迅速的癌症，與飲食極有關係。過

去大腸癌容易被人忽略，發現時常已是

▌大林慈院同仁前往大埔舉辦社區健康篩檢服務的活動，為老人家們把關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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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所幸如今健康檢查較為普遍，可

發現早期大腸癌。早期大腸癌只需手術

切除，有些甚至不必接受化療。

蘇主任指出，今年政府全面推動早期

腸癌檢查，五十到七十歲之間的民眾，

可免費接受兩年一次的糞便潛血檢查，

醫院為此還特別引進一部大便潛血檢驗

儀，準確率相當高。若驗出有潛血反

應，醫院會再由個案管理師追蹤，之前

已有發現一、兩位有問題，所幸進一步

檢查後僅是大腸息肉，只需以大腸鏡將

息肉切除即可。

一般外科徐大聞醫師分享大腸直腸癌

的術後照護。他表示，大林慈院啟業至

今至少已診治一千位大腸癌或直腸癌病

患，依照其分期，大腸息肉及原位癌都

不算癌症，只要將病灶切除即可，第一

期大腸直腸癌的治療也只需手術切除，

第二期手術後有八成痊癒率，終身不再

復發，第三期也有六成開完刀即可復

原。

第四期大腸直腸癌可能會轉移至肝、

肺，甚至大腦，治療上較為棘手，但仍

有人可以治癒。徐醫師說，現在的手術

技術比起十多年前進步很多，「肝切除

手術就像舀芋仔冰一樣容易」，因此千

萬不要輕易放棄治療。

徐醫師表示，目前大林慈院的大腸癌

手術約有九成使用微創手術，除非不得

已才會動大手術。而且大林的優勢是傷

口感染率幾乎等於零。

徐醫師特別提醒病友及家屬，手術後

可恢復進食時，儘量由患者自己進食，

不要使用營養針劑，較有助於恢復，特

別是八十歲以上患者更要儘量鼓勵，以

免腸道功能退化。同時不要自己購買偏

方進補，尤其不要吃含有藥性的補品，

以免影響傷口復原，甚至干擾接下來化

▌看到大林慈院

前來社區健康篩

檢，社區的老人

家開心的與服務

人員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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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進行。

中醫科葉明憲醫師則接著與大家分

享腫瘤疾病自我調適的方法。葉醫師表

示，癌症是一種習性造成的病，包括身

體及心理的習性。現在治療癌症的技術

越來越進步，反而讓人放鬆警戒心，不

易改變不良的習性。

葉醫師說，人致病的原因可分為內

因、外因及不內外因。內因是指喜、

怒、憂、思、悲、恐、驚；外因則是指

風、寒、暑、濕、燥、火；不內外因指

的是蟲獸傷、外傷、飲食傷及勞倦傷。

而人體相對的承受能力，則決定了是否

會生病。如果能承受且平衡，就不會生

病，反之就會生病。

人體不能承受的原因，包括身體及

心理的習性，如脾氣壞，生氣後馬上吃

飯，或是很鬱卒說不出來，都容易造成

腸子的問題，若能知道習性，較好治

療。葉醫師指出，習性是致病原因，因

習性影響，造成過與不及皆是病，例如

晚睡很傷肝，肝火上升容易生病，所以

他提醒大家，「不要自己想怎樣就怎

樣，強加自我主觀於任何事物。」

葉醫師接著告訴大家如何觀察身體的

習性，如動作、飲食狀態、生活作息、

睡眠、倦怠、莫名悶脹感和痛感、壓力

狀態，視力、聽力、味覺、身體各種感

覺、呼吸狀態、寒熱的調節能力及平時

享受之事物等。

例如眼睛看東西愈來愈不清楚、吃

東西愈來愈無味，都是表示身體已出狀

況。有的人呼吸很急，表示肺部的髒東

西沒有出來，天氣冷熱變化一大，很多

人的身體就受不了，有腫瘤的人更不能

適應，若有此情況時，要開始觀察自己

平時享受的東西，是否有礙健康。

葉醫師提醒腫瘤病友，在治療期間

更要調整自己的習性，學習放鬆、多運

動、保持規律的作息和正向思維，把身

心調養好，再配合醫師的治療，自然容

易痊癒。（文、攝影／黃小娟）

臺北
四月十七日

掃街做環保 歡慶地球日

每年的四月二十二日，是世界地球

日，臺北慈濟醫院同仁為了響應世界地

球日愛護地球的理念，特別在地球日前

夕的週末午後，以掃街與動手做環保的

實際行動，來愛護我們的地球。

這次活動總計有八十七位同仁報名參

加。這天下午一點三十分，所有參與同

仁齊聚醫院大廳，徐榮源副院長勉勵同

仁，要學習上人二十年前開始提倡環保

資源回收的智慧，並期許同仁身體力行

環保，與大地共生息。

接著，所有參與同仁前往位在臺北

慈院斜對面的新店環保站，由馮建勝師

兄向大家說明環保的緣起及環保的分類

方式。雖然今天太陽公公露臉，氣溫回

升，但馮師兄說今天的溫度算是不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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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剛剛好，因為環保站大多是鐵皮屋搭

建，夏天熱、冬天冷，不過，「夏熱冬

冷好修行」，他勉勵同仁可以常常來做

環保。

馮師兄接著拿出大愛環保科技公司

利用回收保特瓶所製作的毛毯，向大家

介紹。他說只要二十支寶特瓶，就可以

製作出一條毛毯，有許多人一摸到這麼

柔軟的毛毯，不相信是回收寶特瓶所製

作，馮師兄說，這是因為環保志工在做

回收時相當用心，每個寶特瓶都很用心

整理，才可以拉出長纖，製作出來的毛

▌掃街同仁沿著建國路兩側清掃，連車底都不放過

▌徐榮源副院長勉勵同仁，要學習證嚴上人二十年前開始提倡環保資源回收的智慧，並期許同仁身體力行環

保，與大地共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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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才能這麼柔軟，而且這裡面還藏有

所有環保志工的愛心，是一條充滿愛心

的毛毯。

馮師兄講解完環保分類方式後，所有

同仁在環保站內分成兩組，一組掃街，

一組就地做環保。掃街同仁領取掃把、

畚箕，戴上手套後，隨即出發掃街。大

家沿著建國路兩旁，一路清掃，遇到公

園的草地也不放過，有人放下手邊工

具，用手將草地上的菸蒂、紙屑一一撿

起，整個公園周邊和涼亭，經過同仁清

掃過後，煥然一新；碰到垃圾藏在車底

下，同仁直接屈膝跪在地上，將掃把伸

入車底把垃圾清出。

在環保站的同仁，也分為兩批，男

眾同仁負責搬運重物，大家排成一列，

將成堆的報紙等回收物，用傳遞的方

式，一一送上環保車。女眾同仁則負責

紙張、塑膠袋、紙類、寶特瓶等細項的

分類。現場也有資深的環保志工指導同

仁分類的「小撇步」，讓分類做的更徹

底。心蓮病房的護理師高靜儀與張碩真

蹲在地上，拿著一把一把的碎紙條，挑

來挑去，要把參雜在裡面其他顏色的紙

條挑出。這些碎紙條原本是用來墊水果

的，其中有許多雜色的紙條，要一一將

它們挑出，剩下的白紙，就可以賣到好

價錢。婦產科李裕祥主任與另一群同仁

圍坐一起，一人拿著塑膠袋，一人拿著

剪刀，兩人一組，把塑膠袋上膠的部份

剪去，如此這般才可以回收。

「阿嬤，這個要怎麼弄？」圍坐在紙

張分類的同仁，遇到不同種類的紙張，

就馬上請教資深的環保阿嬤處理方法，

沒想到簡單的紙張分類，其中也有大學

問。

牙科沈一慶主任平常在家就有做環保

分類，他說，在慈濟環保二十年與地球

日的前夕來到環保站做環保，感受很不

一樣。他今天還著隨環保車到了資源回

收廠，見識到回收廠內成堆的回收物。

他覺得，只要環保徹底，資源一定可以

有效回收，大家都有心做好，地球延續

生命，指日可待。

大家齊心協力下，所有環保回收物，

都分類的差不多了。游憲章副院長說，

今天來到環保站做回收，覺得相當不簡

單，不過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把回收

物分類完，未來有時間，相約再來環保

站做環保。（文／馬順德  攝影／劉光

榮、馬順德）

▌到環保站做志工的同仁，仔細的討論，希望將塑膠

袋整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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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四月十六日

新書分享會  貼心送健康 

「一本書，就能把臺中慈濟醫院醫師

帶回家問診！」臺中慈院今年出版《從

症狀把關健康》一書，十六日原是周五

下午茶會時間，變身為首度在院內舉辦

的新書分享暨簽書會，邀請神經內科郭

啟中醫師及黃慶峰醫師在大廳與民眾見

面對談，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簽書會在主持人靜淇師姊的力倡

下，短短二十分鐘，在場參加者請購了

六十八本書，並由郭醫師在每本書頁親

自簽名，並寫下祝福，將這本把關健康

的書恭敬送到讀者手中。還有慈濟師兄

姊經過大廳，恰巧看到郭啟中醫師親筆

寫下「祝福您：平安健康！」感動地抱

回五本，準備拿來當最好的健康禮物送

人。

「這本書，很貼心，從小問題出

發，幫你看身體是否潛藏大問題，介紹

▌臺中慈院《從症狀把關健康》簽書會，由神經內科郭啟中醫師及黃慶峰醫師在大廳與民眾見面對談，慈濟志

工更在現場表演手語，讓民眾心情更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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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個症狀後，還

有圖解目錄，方便大

家查詢哪些症狀可以

看哪一科。」神經內

科黃慶峰醫師應靜思

書軒邀請，雖然不是

作者，也發心與郭啟

中醫師一同宣傳臺中

慈院啟業後出版的第

四本書《從症狀把關

健康》，直接與民眾對談，提供健康諮

詢。

不光是神經科相關疾病，現場民眾問

的，五位有兩位都是與身心醫學科相關

的問題，可見精神壓力真是現代人的文

明病，例如：「我晚上都不容易睡著，

半夜睡了又醒怎麼辦？」、「我曾經有

憂鬱症，會不會再發生？」還有人詢

問：「我有糖尿病，可是我的腳怎麼會

越來越沒力，跟糖尿病有關嗎？」兩位

醫師都仔細地為現場民眾解答，就像把

門診搬到大廳般，平時問診的細心，同

樣親和展現在眾人眼前，有需要進一步

檢查判定病情，也提供科別建議。

短短一個小時，民眾問題欲罷不能，

主持人靜淇師姊更建議：「以後慈濟的

活動，有機會我也要來宣傳這本書，當

然有醫師能參與更好。」

其實，從今年一月底新書出版後，全

臺各地靜思書軒都紛紛邀請醫師作者群

至各地分享，至今已舉辦六場。其中，

小兒科李敏駿主任還用心製作簡報，並

預告臺中慈院二期建築的美麗藍圖，分

享給外地的志工們；胸腔內科黃軒醫師

至中壢地區分享，來的人比想像中還

多，讓他非常感動；神經內科郭啟中醫

師對於基礎醫學有豐厚的學養，許多其

他科別的問題也能為民眾回答解惑，三

月底至高雄靜思堂的分享，郭爸爸、郭

媽媽更意外現身，親自給郭醫師鼓勵，

現場溫馨滿溢，郭醫師的解說也獲得熱

烈的迴響，連臺北地區的志工師姊也邀

請他撥空至板橋靜思堂分享。

這本推動預防醫學的書，沒有推廣時

限，醫師作者們也願意在繁忙的時程表

中挪出時間至各地分享，繼續把健康的

種子撒播到更多縣市。（文、攝影／梁

恩馨）

▌讀者請醫師簽名的新書，郭

啟中醫師都會親筆寫下「祝福

您：平安健康！」再雙手奉上

給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