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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EOC,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
設置於花蓮慈濟醫院內，由花蓮慈院急診部賴佩芳主任兼任指揮官，主要任
務為整合花東地區的緊急醫療資源，在災害發生時能即時掌握醫療資源分
配，統計各醫療院所急診單位所能收治之病人數量，妥善運用並進行分流。
而花蓮慈濟醫院院內針對各項災害發生，則是採用「緊急災害應變系統」( 簡
稱 HICS，Hospital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做處置。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深夜花蓮大地震發生後，急診室聽聞大樓倒塌，旋即啟
動最高等級之大量傷患機制應變，第一時間由急診主任或當班的資深主治醫
師 ( 即陳煌濱醫師 ) 擔任醫療指揮官，雖然在總指揮官林欣榮院長抵達醫療
現場後，應該移交指揮權給林院長，但本次啟動為大地震災難伴隨大量傷患
出現，林院長抵達院區後需同時指揮院內災情視察及大量傷患應變，故指派
陳醫師持續於急診統籌醫療指揮。其實在平日下班時間，院內即有設置「院
長室當日值班主管」、「值班護理長」、「行政總值」等輪值，處理一般緊
急狀況，所以在地震當晚值班者亦全數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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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深夜十一點五十分發生芮

氏規模六地震，天搖地動，瞬間讓花

蓮市統帥飯店倒塌、雲翠大樓傾斜……

花蓮慈濟醫院於零點十分旋即啟動

大量傷患機制，全院迅速動員，更多

人是主動到院支援搶救生命，很快地

於凌晨二點二十七分解除應變機制；

一百三十七分鐘內，治療超過百位受

災病人。

除了急救，也啟動接續的安身、安

心關懷……花蓮慈濟人賑災關懷行動

不斷，全球慈濟人也紛紛募心募愛，

祈願祝禱，期盼花蓮人盡快安頓心靈，

重建家園。

院長總指揮  急救有序

「從未有過這麼大的地震，當時還

不知道有房子倒塌，但預期會有很多

病人進來，所以趕快啟動大量傷患的

程序。」整起應變事件，非常有警覺

性、最忙碌的就是身為總指揮的林欣

榮院長，在很短的時間到達，「因為

整理／黃秋惠

二月六日夜間十一點五十分地震，花蓮

慈院於二月七日零點十分由林欣榮院長

（中）啟動大量傷患應變程序，院長後方

左起為許文林、王志鴻、陳宗鷹副院長。

攝影／劉明繐



人醫心傳2018.313

花蓮震災慈濟醫院大量傷患急救紀實

我從宿舍到急診，一路看醫院的外觀、

靜思堂的外觀、到急診室約七、八分

鐘時間，我到的時候，急診室已經動

起來了，臨時指揮官、標示、場所（分

區）都已經動員了。當然院內同仁也

都已經到了。」

「地震發生當下，我們立刻動員，先

檢查目前在急診現有的病人、設備、環

境、硬體等等，有沒有受損或災害。再

來由院長指揮，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啟

動大量傷患的機制。在大量傷患的機制

運作下，將傷患分成四級，進行最快的

醫治。」當時當班的急診副護理長周英

芳接著說，「其實急診每年都進行大量

傷患演習，團隊成員也一定接受外傷訓

練，都做好準備，所以最後（啟動急救

作業）也很圓滿。」

急診室護理師張雅雯在二月六日當天

上小夜班，要下班立刻遇到地震，直接

留守。她說，「其實沒有想太多，當下

就是趕緊投入急救。」一路忙到凌晨兩

點半告一段落，才有空清點傷患人數，

清點之下發現，整個診間已經處理了

一百多個病人。張雅雯微笑著說這本就

是責任，但也發現自己滿厲害的，能在

那麼短時間幫忙把這些傷患都處理好。

張雅雯說，當時急診間擠滿了人，由於

傷勢輕重不一，因此趕緊將輕傷、急救

做區隔，接著開始分配護理人員照顧病

人，希望每一個病人至少都能配到一個

護理師，畢竟發生強震被送到醫院，當

下一定會很無助，有護理人員照顧，心

情會比較平復。她也提醒病人一定要留

在原處，因為擔心走動找不到人，反而

耽誤救治時間。張雅雯也不忘感謝醫院

志工，幫忙安撫不少病人的情緒。

不幸中的幸運  多在輕傷區

「在 (二月七日 )地震發生前一週，
就不時有一些地震發生，感覺有點異

常。我在那一週的刀很多，整個人比較

疲累，五日晚上還開了一個很長 (時間 )

急診周英芳副護理長 ( 右一，著藍衣藍背心）

提及急診團隊平日演習即作好準備，才能在此

次災難發生時快速應變。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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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刀，所以在六日晚上比平常早睡，

十一點多就去睡了，快睡著的時候就一

陣大搖晃，我就乾脆起床來看一看，發

現怎麼家人都下到一樓來了，門還開

著，隨時準備跑出去……我還想他們

是不是太誇張，因為在花蓮住久，地震

是見怪不怪，而且從來沒有建築物倒塌

過……」花蓮慈院外傷中心王健興主任

談起這場地震前的時刻。

「接著我看看手機，發現 line有很多
訊息，因為我有參加『花蓮職志群組』，

裡面有即時訊息傳出有建築物倒了，所

以想醫院應該會有事，就準備換衣服出

門，然後就看到手機簡訊『00:13急診
紅色九號』，醫院啟動大量傷患了，換

好制服下來，孩子問：『爸你要去哪？』

從濟慈路往醫院的路上，發現這大半夜

的車子居然這麼多！」到了醫院後，王

急診護理師張雅雯於小夜班後立即加入

大量傷患救援，穿上「安全指揮官」背

心協助調度輕、中傷區。攝影／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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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震災慈濟醫院大量傷患急救紀實

於急診室外，病人狀況危急，醫護同仁於推床

上立即 CPR 急救，外傷中心王健興主任（左）

同步推床至重傷區搶救。攝影／陳安俞

健興醫師看到許多同仁穿著便服往急診

移動，一抵達急診室，裡面人山人海，

他找急診現場指揮官報到，指揮官陳煌

濱醫師說：「重傷區就交給你了。」王

健興走進重傷區，已經有一個病人在

(被 )CPR，急救後不治。「我守在 (重
傷區 )裡面，有急診護理師，外科加護
病房下來支援的護理師，很多同仁在。

接著送來一位 OHCA(到院前死亡 )，經
急救壓胸後救回來，送內科加護病房觀

察 (即大陸的余妃女士 )。」

「當時重傷區已經客滿，為了準備接

下來萬一有重傷患到，我們盡量清出空

間，快速讓病人轉出急診治療，有一、

兩床空下來了，然後我就在重傷區門口

等，往外看看還有什麼事。不久就聽到

有人在叫，看到有兩個人衝進來拉床出

去……」王健興直覺應該有點狀況，雖

然心想並沒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應該

不會很嚴重，還是跟出去急診室門口，

一看怎麼是轎車，兩個實習醫學生火速

固定好推車，費力地把病人「拉」出來，



人醫心傳2018.316

封面故事

急診室內，醫療人員忙碌地為各類傷患包紮傷口、關心傷勢，期望能緩解身體的不適感。大愛新聞影

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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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震災慈濟醫院大量傷患急救紀實

表示病人已無法自主行動，王健興當下

知道病況嚴重，接著實習醫學生跳上床

立刻 CPR，王健興趕緊一邊喊人讓路，
一邊飛快地將推床拉進重傷區。這時是

半夜一點多快兩點，病人到院時已瞳孔

放大，經過急救，可惜仍是不治。

「除了這三位 OHCA病人，另有三
位進刀房，也是隔天就出院了。」大約

在凌晨兩點半解除大量傷患，王健興仍

到輕傷區、中傷區看一看，他說，「很

慶幸這次災難多是皮肉筋骨的輕傷，沒

有腦傷、肺出血、肚子出血的重傷患

者。也幸好中傷區的病人也不多。」約

三點多返家，睡到六點多，準備上午七

點半再到醫院開科會議，然後開始七日

上午八點到八日上午八點的「外傷中心

值班 (trauma call)」。八日開刀到下午
五點多，準備要回家了，王健興遇到麻

醉科的蘇逸愷醫師拿著雨傘，「外面下

雨喔？」

蘇逸愷醫師關心地問他家裡還好嗎？

王健興發現其實也不太確定，但出門前

家裡沒有什麼東西倒，慶幸家裡很平

安。從外地來的蘇醫師被地震嚇到不敢

回宿舍，住到志工寮房去了。「還有很

多護理師也怕到，就住在值班室裡。」

醫護人員為陸續到

院求診的傷患仔細

檢查傷勢，圖為護

理師為病人查看腿

部狀況一景。大愛

新聞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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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全力支援  

全院動員急救，後勤的支援也非常重

要。總務室沈芳吉主任說：「（地震後）

供水供電的運作正常非常必要的，所以

我們的工務、醫工在這時就立即出動維

護。當然，當下（急診）床也不夠，我

們準備擔架；寒冷的天氣，被服也是不

可或缺，這些都是我們在短時間內可以

立即準備好的。」沈芳吉主任說：「在

這樣紛亂的情形下，警勤也占了很重

要的功能來維持車輛的出入和人員的進

出。」

其實除了總務，花蓮慈濟醫院全院動

員，在不眠的夜裡，為鄉親療癒身體不

適外，也助安定心緒。

(部分資料來源／花蓮慈院公傳室新
聞稿、大愛電視志為人醫守護愛節目 )

中傷區內，被分配到負責中傷組的同仁陪伴在病床旁，遵醫囑待命救援。大愛新聞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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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震災慈濟醫院大量傷患急救紀實

醫療人員的關懷與陪伴，給予傷患力量與勇氣，寬慰身心。大愛新聞影片截圖

透過立即的醫療處置，能避免傷勢再惡化。大愛新聞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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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晚間十一點五十分，花蓮發

生芮氏規模六的強震，不到十分鐘時間

便陸續有超過十五位民眾前往花蓮慈

濟醫院就醫，聽聞副護理長轉述親友的

訊息，讓在急診值班的主治醫師陳煌濱

知悉統帥飯店倒塌了，當下意識到符合

啟動大量傷患機制的條件，便動員花蓮

慈院醫護等人力及醫療儀器進駐急診

區待命。

「當時感受到強烈的地震，警覺是否

會有重大災情，因急診室裡能夠聽到東區

的消防電臺，若有病人要送抵花蓮慈院前

會先呼叫，但監聽無線電尚無發現有重大

災情傳出，當時並無要求救護車緊急出勤

的狀況，所以我們在等待，我也跟值班副

護理長周英芳討論，接下來陸陸續續可能

有受傷民眾到院求治。政府訂有法規，假

如單次事件超過十五人以上，或重大傷病

患單時間超過三人以上，即符合大量傷患

啟動的時間。但以我們的準則，若現階段

單位的能量無法應付，需要外部能量來支

持時，就會啟動大量傷患機制。以大樓倒

啟動大量傷患現場
專訪急診陳煌濱醫師
文╱黃昌彬

花蓮慈院啟動大量傷患機制，大批醫護人力及醫療儀器進駐急診區待命，圖為急診醫護搶救受災民眾一景。

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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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震災慈濟醫院大量傷患急救紀實

塌的情況來看，推估一定有大量的病人，

我們當下就啟動大量傷患機制。」陳煌濱

醫師指出。

擔任大量傷患現場指揮官的陳煌濱

醫師指揮若定，「醫院每年都會進行大

量傷患演習，處理大量傷患也是急診醫

師的工作範疇，我們一般會將量能區分

為輕、中、重三個層級以為調配，是指

依病人受傷的嚴重程度而言，簡單來

說，重度是有立即危及生命或要立即手

術之虞，中度為需要進行處置，但不危

及生命，輕度則是活動自在，沒有嚴重

的外傷。」在急診檢傷分類上，區分為

重傷、中傷、輕傷，陳煌濱醫師依此原

則將工作區設置為重傷區、中傷區、輕

傷區，各設有一位團隊小隊長，並視病

人到院就醫情形及現場可用醫護人力

多寡進行權宜調配，隨機應變。當醫院

發布大量傷患訊息時，不含實習醫師及

住院醫師部分，單是各科的主治醫師就

有超過二十位立即趕回醫院投入救治

病人的行列，其中連同現場值班的兩名

急診主治醫師，就有共六位急診醫師在

現場幫忙。

設檢傷三區救治病人

視情形調整各區配置

花蓮慈院急診室區域有急救區 (CPR
室 )、一般看診區、掛號櫃臺大廳區等，
陳煌濱醫師一開始預估重傷病人會很多，

這類重傷病人一定要在急救區內，儀器

才會充足，所以將重傷區設在急救區及

整個急診室的內部，並將中傷區及輕

傷區設在急診大廳的兩側，到院報到支

援的醫護人員由陳煌濱醫師進行調配。

「病人抵達醫院，爆增速度非常的快，

擔任大量傷患現場指揮官的陳煌濱醫師（圖中持麥克風者）指揮若定，他表示，以統帥大樓倒塌的情況來

看，推估一定有大量的病人，當下就啟動大量傷患機制。攝影╱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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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十人、三十人，一下就到達五十人、

六十人，我們當時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

有些病人不是那麼危急，需要住院醫師、

實習醫師在輕傷區那裡幫忙，對這種處

置來說，精神科醫師本身的應變能力是

最快的，所以我們把本科的一些醫師，

包括住院醫師，放在中傷區及重傷區那

裡幫忙，當時的設計是這樣子的。隨著

時間慢慢的推移，我們發現重傷及中傷

的病人可能已經沒有那麼多，主要還是

以輕傷為主。事後統計，重傷有四人，

中傷有二十一人，輕傷有七十幾人。所

以，我們調整急診室的分區，把重傷區

拉回原本的 CPR室，把中傷區拉回急診
室裡，把整個急診大廳規畫成輕傷區。

整個湧入急診的病人及家屬有一、兩百

人，抵達醫院支援的醫護人員也有一、

兩百人，所以整個急診室的範疇裡有四、

五百人，需要非常龐大的空間去做分配，

我們後來就把急診大廳連接到維康醫療

用品店的走廊都劃為輕傷區，彈性調整

之下，把中傷區拉進來，將輕傷區擴大，

服務更多輕傷病人。」

「整個搶救狀況在二月七日凌晨結

束之後，就算穩定了。從二月七日凌晨

到七日中午左右，約有一百多位病人是

在地震之後的兩個小時之內到達醫院求

醫的，後來統計急診處理量能，發現與

地震受傷相關者有一百二十幾位，有些

輕傷民眾則是因為害怕寧願待在醫院不

陳煌濱醫師指出，隨著時間慢

慢的推移，發現重傷及中傷的

病人可能已經沒有那麼多，

主要還是以輕傷為主。事後

統計，重傷有四人，中傷有

二十一人，輕傷有七十幾人。

圖為中傷組護理同仁救治病人

一景。攝影╱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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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家去，或者返家之後發現傷情還是

需要處理又再回來醫院。所以真正最忙

碌的時段，是在凌晨的那段時間，我們

二月七日零時十分啟動大量傷患機制之

後，大概在凌晨兩點半就將大部分病人

安置處理妥當，同時橫向聯結，與花蓮

市的各家醫院確認無轉診後送到花蓮慈

院的需要之後，於是就將大量傷患機制

給解編了！僅留下原本值班的急診室同

仁繼續處理接續的問題。這是考量後續

可能還有陸續從大樓被救出的零星病人

會到院，不能讓所有醫護人力都待在急

診室內等待，同時考慮現階段急診室醫

療動能也能負荷得了。這時就要讓其他

醫護人員去充分休息，假設未來一到兩

天還有更多傷患的時候，才有充足的醫

護人力繼續投入救治。」

「當時放射科雖有人力回來支援，但

在急診原本空間裡的消化速度較慢，所

以當下協調核磁共振室做為另一個 X光
室，請其他單位支援移動式 X光機及
鉛板等。」陳煌濱醫師點出這是一個資

源分配的問題，他除了檢查大量傷患各

分區的動線順不順暢，更將醫護同仁的

任務給分配好，檢視搶救工作是否上軌

道，有無卡在某一個環節，居中協調，

並看看人力分配均不均勻，指揮其他單

位來支援急診。在解編之前，經過兩波

人力縮減，第一波是讓要上白班的同仁

回去休息，第二波是請目前手頭上沒有

病人要處置的實習醫師及住院醫師與小

夜班同仁回去休息，換言之，當急診病

人穩定及重傷病人送至加護病房，於評

估與協調之後，就回歸急診作業模式。

總計二月七日花蓮慈院投入救護人數，醫師有一百一十八位（含實習醫學生），醫技人員四十八位，護理

人員二百一十九位，行政人員一百位，共四百八十五位投入地震後大量傷患救援。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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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累了或是昨晚真的比較不搖

晃了，三天來，這一晚總算是睡了，沒

有電話的醫院總值的一晚！

醫院總值 (「院長室當日總值主管」)
一接到電話就表示醫院有重大事情！這

週總值的第一個晚上，接近午夜天搖地

動，心想這次很厲害，不像平常五級不

當它一回事，就跳起來了！

用手機撥回醫院問總機，總機說還不

清楚，但不到一分鐘，值班護理長大炳

已打我手機報告災情，當下，先請他麻

煩警衛管制急診前面的交通，並啟動大

量傷患訊息。總值雅萍督導亦再次轉知

訊息。

檢視家中客廳、書房，物品東倒西

歪，還有兩桶倒地的瓦斯桶，但大致安

全，我請太太、小孩注意安全，抓起大

外套、手電筒就往醫院衝了！

在宿舍外中庭已經都是驚慌的住戶

們。趕到急診室已是滿滿的醫院同仁，

令人一陣熱血，原來自動回到醫院幫忙

的有這麼多同仁，感動！

大約五至十分鐘，病人即開始湧入

了。院長及主管們也都來了，在現場指

揮官陳煌濱醫師指揮下，逐一逐一處

理每件事務、每個病人，醫七（實習

intern) 每位同學也都回到醫院，甚至帶
著學弟妹處理傷患，也有第一時間即跳

上運送床，邊運送邊急救病患的幼禎。

回院支援人數超過三百人，在分工

震災夜總值夜
院長室當日總值主管 文╱陳宗鷹

花蓮慈院副院長暨慈濟大學醫學系主任

花蓮慈院院長室主管於地震發生後立即趕回醫院指揮與聯繫。左起林欣榮院長、王志鴻以及陳宗鷹副院長、陳星

助主秘、許文林與吳彬安副院長。攝影／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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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我跟雅萍及幾位護理主管即到大

愛樓與感恩樓病房逐一檢視，看到同仁

安撫關心同仁與被驚醒的病人、家屬。

也聽到同仁回應主管的關心而顯得更安

心。對每一個病房同仁堅守崗位、感恩

在心！看到同仁即使在小單位只有一個

人，雖然害怕但仍以病人優先令人非常

感動！

檢視完每一樓層，再回到急診室協助，

同仁們在兩個多小時內處置了一百多位

病人，結束了大量傷患的處置。同仁們

也在持續搖晃不斷中陸續回去休息。

回到家已凌晨三點半，剛躺下，電

話又響，說衛生局希望本院能支援兩個

臨時救護站。感恩王志鴻、陳培榕兩位

內、外科醫療副院長的緊急調度醫師，

也感恩護理同仁的迅速支援，很快就出

發了。忙碌的一晚也隨著時間過去而進

入了白天。醫院也進入了白天常規及加

入地震後的大量增加業務。院長室主管

們也分工進入個別的崗位。

下午抽空去看了醫學系主任辦公室，

也看到了全毀的書櫃及滿地的碎玻璃！

非常感恩後來系辦同仁們協助復原！

當天餘震不斷，且都超過四級！白天

也接到醫學生、同仁們不安的心聲，除

了發文安撫大家，醫院也啟動了安心講

座，心理師教導放鬆心情的方法，同時

慈濟基金會也開放國際寮房讓同仁們安

心進住等等措施，期望大家都能平安又

安心！

第二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又發生五點七

級餘震，雅萍督導回報，第一天 CPR 
救回之傷患，仍然不治往生了！阿彌陀

佛！另外擔心雲翠大樓傾斜若更嚴重，

可能會壓傷救災人員，有可能需第二次

啟動大量傷患。我說就先準備好，必要

時就隨時啟動。這一晚就在擔心與持續

不斷的搖晃中，暫時未有進一步災情報

告中過去，而我也稍微獲得了休息！

第三天晚上餘震似乎減緩了，也沒有

電話，雖然猜想急診室應該還是很忙，

但期望恢復不用接到電話的總值！

雖然承擔總值已經有三、四年了，但

總值處理事務的經驗還是有很多不足，

還好有一群很棒的夥伴團隊支持、愛護

著花蓮慈院！謝謝你們！

祈求花蓮盡快再站起來！

花蓮慈濟醫院也會持續守護著東臺

灣！感恩！

陳宗鷹副院長在臉書發文，感恩所有此次參與救災的

同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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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副執行長徐子恒（中）及花蓮慈院急診部黃泰瑀醫師（後排右二）前往

雲翠大樓旁設立的災區救護站（天惠堂），與花蓮縣衛生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急診醫學部符凌斌部長（左

二）進行交接。攝影／魏瑋廷

災區救護
  不分你我 文／彭薇勻、吳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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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援花蓮三天

安南團隊任務圓滿

東區團隊接手

二月八日中午，東區緊急醫療應變

中 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副執行長徐子恒及花蓮慈院急診
部黃泰瑀醫師前往雲翠大樓旁設立的天

惠堂醫療站，與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急診

醫學部符凌斌部長進行交接。當日下午

三點，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正式承接

醫療指揮權後，花蓮慈院急診部醫護團

隊也加入災區救援。安南災難醫療隊在

醫療站解除任務後還繼續留守照顧特搜

隊人員的健康，直到二月九日上午，隨

著南區搜救隊撤退，臺南市隨隊支援的

醫療團隊才陸續離開花蓮。

除了安南醫院團隊外，還有由成大

災區救護
  不分你我

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花蓮縣衛生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團隊及救護團隊合影。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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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先遣隊前進花蓮災區進行災情評估

及資訊蒐集工作，供緊急醫療調度指揮

參考。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急診醫學部符

凌斌部長表示，因應災情，臺南市立安

南醫院五日才剛與臺南市消防局簽署災

難合作備忘錄，成立災難醫療團隊，沒

想到七日凌晨一時許隨著搜救隊馳援花

蓮，他們在災區三天，提供二年前臺南

市維冠金龍大樓救災經驗，協助花蓮縣

衛生局設置醫療站並建立醫療動線。在

設置的過程，由花蓮縣衛生局鍾美珠副

局長、周傳慧科長、林燕孜科長，與軍

方，各家醫院來支援的醫護人員，及民

間團體合作，共同擬訂各種策略及整合

方式，包括調度人力、排定班表、物資

管理、動線規模，實際解決災區行政問

題。

從九日上午八時，花蓮慈院急診部醫

護團隊跟隨兼任 EOC執行長的急診部
主任賴佩芳進入雲翠大樓災區，接手醫

花蓮慈院急診護理師除了輪班進駐災區救護站，也有人利用下班時間主動到場協助。攝影／劉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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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指揮站任務。直到十一日下午一點，

花蓮縣長傅崐萁宣布「搜救行動即刻停
止」後，才解除醫療指揮站任務，同時

也正式宣告為期一百零六小時的搜救行

動正式結束。

感恩團隊  守急診也護災區

三天下來，由花蓮慈院急診部主任

賴佩芳醫師、徐子恒醫師、鍾葛鈞醫

師承擔醫療指揮站服務外，急診顧問

胡勝川以及急診外科主任張新也至現

場關心，急診護理團隊不僅出動十一

位護理師輪班進駐外，還有許多護理

師更是利用上班前或是下班後空檔，

自願到醫療站服務。三天共服務了

三十一人次，其中五位傷患、二十六

位搜救隊員。

在急診人力吃緊的狀況下，賴佩芳主

任特別感謝六日深夜值班的陳煌濱醫師

在震災發生後，立即接手大量傷患醫療

指揮官；徐子恒醫師坐鎮 EOC，還急
診兩邊跑；急診室傷患救治則是由急診

外科主任張新與急診內科主任陳坤詮守

護，充分展現急診團隊精神。

二月九到十一日，由花蓮慈院急診部主任賴佩芳醫師（兼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執行長，右二）、徐子恒

醫師、鍾葛鈞醫師承擔災區醫療指揮站服務外，急診顧問胡勝川（左一）也至現場關心。圖／ EO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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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隔天一早，臺北慈濟醫院受新北市政府之邀，在第一時間派急診部陳玉龍主任
及許耀升醫師，與新北市「災害醫療救援隊」趕赴花蓮，協助救災，並準備急救藥物，供
救援隊使用。

陳玉龍主任表示，「我們抵達救災現場的時候，大約已是開始救援後十七小時，生還者
都已救出治療。所以我們加入時，是討論依據飯店老闆提供的名單，如何將壓在牆瓦中的人
搜救出來。」「我們需要深入現場，協助辨識到院前無生命跡象患者，並為現場約五十多
位的搜救隊員提供醫療服務，緩解搜救時發生的身體不適，讓搜救隊員能全力以赴救災。」

 包含他院兩位醫師，新北市本次共四位醫師去花蓮救災，陳玉龍主任與許耀升醫師這
一組，負責值晚上八點到隔天早上八點的夜班。陳主任述說著現場狀況，「雖然現場房屋
傾斜四十五度，救援隊員無法站穩，加上餘震不斷，增加挖掘的困難；而鑽挖掘牆的過程，
造成粉塵密布，以及救災空間局限、露出鋼筋易受傷、天冷易失溫等的惡劣環境，搜救隊
員卻絲毫不喊苦，大家都希望掌握時間，爭取分秒救人的機會。」陳主任也感恩當地民眾
和志工的熱情，照顧周全，茶水薑茶及食物不
斷送來，讓他們可以安心救災。  

陳玉龍主任深深感受「災害醫療救援隊」的
重要，他說：「期待更多醫護人員加入，讓災
難現場的受難者得到即時的醫療處置，及時挽
救生命。」

左圖：搜救隊員在災難現場穿

梭，只為救人的精神令人感

動。攝影／陳玉龍

右圖：當地志工與花蓮慈院照顧周全，

讓救災人員補充精神體力。圖為吳欣

潔中醫師送元氣飲到醫療站，也順便

與臺北慈院許耀升醫師 ( 左一 )、陳玉

龍主任 ( 中 ) 相見歡。圖／陳玉龍提供

臺北慈院急診醫師加入新北市「災害醫療救援隊」趕赴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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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為救難後盾
文、圖／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團隊

雖然花蓮市缺飲用水，中藥局及中醫團隊仍想盡辦法集水並連夜製作寬心養氣即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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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震災黃金救援時間，全臺灣各地

的救難人員趕抵花蓮，在低溫、嚴寒的

環境下搶救傷患。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

及中藥局同仁也在災後立刻啟動，第一

時間為第一線救難人員送上「寬心養氣

飲」，也立即設置中醫醫療站，助救難

人員、醫療人員及志工補充體力，也為

他們加油打氣！

中醫婦科吳欣潔主任分享，寬心養

氣飲的想法源於二○一六年臺南大地震

時，中醫團隊組隊前往臺南災區進行義

診，看到救難人員與志工熬夜搶救，為

了提神而猛灌咖啡、提神飲料，卻產生

心悸、疲倦等狀況，所以開始為賑災設

計出一系列的「即飲包」，提供方便飲

用、保存容易、便於攜帶的功能。

二月六日午夜花蓮強震後，中醫部

及中藥局團隊立刻動員，在缺乏飲用水

的情況下，跑遍花蓮各賣場購買飲用水

來煎煮「寬心養氣飲」，並在地震後

二十四小時內送達前線，包括雲門翠堤

大樓等區域周圍的救難團隊休息據點，

以及慈濟救災指揮中心、花蓮慈院急診

室等單位。七日當天共發送一百八十份

即飲包與二十公升中藥茶飲。

花蓮中醫師公會李麥理事長也發心啟

動公會醫師駐點義診，但因花蓮地區開

業醫師排班時間有限，也邀請花蓮慈院

花蓮市中醫師公會也在震後立即設立駐點義診，為救難人員緩解不適，調節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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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部投入，柯建新主任義不容辭地答

應，由中醫部副主任林崇舜協調，自二

月八日起於雲門翠堤災區旁的進豐營區

及天惠堂兩個駐點進行義診服務，中醫

部的醫藥護同仁齊心投入，三天來投入

六十多人次支援義診。十一日上午十一

點起，改至小巨蛋繼續為大家服務。愛

與醫療都不間斷。

義診醫師群有位醫師來自波蘭，他

是李馬欽，在英國念書時遇見太太，是

臺灣人，跟著太太回臺灣，現在不但考

取了中醫師執照，也是第三年住院醫

師。在花蓮已三年，李馬欽回想地震發

生時已入睡，一直到兒子因為害怕哭著

跑到他床上，才發現有這麼大的地震，

後來經歷幾次餘震，又聽到直升機的聲

音，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接著就睡不

著了。這次隨著花蓮縣中醫公會來到翠

堤大樓旁駐點，讓救難人員可以透過推

拿、針灸舒緩疲勞，李馬欽說：「都經

過兩三天了，看到還有這麼多人在努力

救人，雖然現在可能已經沒有生還者，

但大家繼續努力找，還是有可能救到

人。」對於第一次幫忙救災，他也提到

一項特殊的感觸說：「今天突然覺得聽

到救護車的聲音是件好事，(代表有人
獲救 )，但只有今天這樣。」

花蓮慈院中醫團隊發送寬心養氣飲給救難人員，助他們在最短時間內補足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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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深夜強震造成花蓮地區部分

建築物倒塌，除了現場受災民眾之外，

最先受波及的恐將是洗腎病人。花蓮的

洗腎機構原先有三所社區血液透析中心

（懷德診所、聯安診所及嘉恩診所）及

花蓮慈濟醫院、部立花蓮醫院、門諾醫

院、國軍花蓮醫院，但位於統帥飯店附

近的懷德診所、聯安診所及部立花蓮醫

院的水塔倒塌，RO逆滲透水處理受到
毀損，花蓮慈院緊急支援護理人力並加

洗腎不能等
幫親又幫鄰
文╱彭薇勻、吳宜芳   攝影／楊國濱

因受強震影響，位於統帥飯店附近的懷德血液透析診所，聯安血液透析診所，以及部立花蓮醫院的水塔倒

塌，RO 逆滲透水處理受到毀損。圖為聯安診所受災情況（王智賢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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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病床，提供花東地區民眾洗腎服務，

共體時艱。花蓮慈院腎臟內科主任徐邦

治表示，強震災後除了緊急病人之外，

原本就必須固定治療的慢性病人，同樣

需要大家的關注。

救慢，絕不忽視任何一個生命

花蓮慈院內科部王智賢副主任於二月

十日花蓮場次歲末祝福上臺分享，「急

症很重要，但也要『救慢』，洗腎病人

只要三天不洗腎就有危及性命的風險！

地震發生後，腎臟內科主任徐邦治忙著

看診、有些同仁更連值了十二小時的

班，所有人在一個很緊張的狀況，一邊

要幫忙病人，還要安自己和家人的心，

再次感恩血液透析室的團隊。」王副主

任接著口述回顧當日的情形，二月六日

夜間強震發生後，洗腎室護理同仁接到

急診號召人力的消息後，住在宿舍的護

理師馬上抵達醫院洗腎室查看，確認透

析藥水及機臺是否有損毀，以因應一早

面臨病人來院治療的情況。

花蓮慈濟醫院緊急支援護理人力並加開病床，提供花東地區民眾洗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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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晚上餘震不斷，即使徹夜輾轉

難眠，一早花蓮慈院透析室醫護團隊仍

不約而同的提早抵達現場，除了幫親也

幫鄰，照顧慈院自身的洗腎病人之餘，

也主動聯繫花蓮其他有血液透析設備的

診所醫院，確認共有三家醫療院所緊急

尋求協助，包括懷德診所、聯安診所及

部立花蓮醫院，因為機臺傾倒、RO逆
滲透水路壞掉不能透析，花蓮慈院馬上

開始協調，將病人進行分配，除原有的

五十四床外，自七日白天開始，視情況

每日緊急加開八至十一床的床位，以因

應回流的病人，除透析室原有的十八名

護理人力，懷德診所也有四位護理同仁

加入透析團隊，支援日間的照護。

堅守第一線崗位

用專業守護病人

花蓮慈院腎臟內科血液透析室組長

林欣穎非常感謝懷德診所的四位護理同

仁，到花蓮慈院來支援，讓病人的透析

治療不間斷。

支援的護理師當中，其中一名從事

護理工作超過二十年的資深護理師夏中

宜，她的先生是消防員，自災後第一時

間就出勤救災，夫妻倆同身為第一線醫

療及消防人員，深知救災黃金期的重要

性，她家裡有兩個小孩，其中一個才三

歲，地震當晚發燒，也是花蓮慈院急診

大量傷患的病人之一，就診後所幸無大

礙，因為洗腎病人的治療不能間斷，中

花蓮慈院腎臟內科血液透析室組長林欣穎關心洗腎病人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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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只能將生病的小孩及正在念小學的孩

子暫托給婆婆照顧。王智賢副主任也提

及，「之後我們跟中宜聊起來，她先生

自從地震後就沒有回過家，可以知道她

的心是一直懸著的，照護病人的時候她

的手機一直放在旁邊，每回餘震過後，

手機就開始嗡嗡叫，我雖然沒有聽到她

兒子的聲音，不過可以一直聽到中宜跟

她兒子說，『你放心，媽媽下午就回去

了，你跟阿嬤在一起不要怕。』我相信

在醫院工作的人都有類似的狀況。」   
強震過後的二月七日，花蓮慈院血

液透析室除本院病人七十人次，尚有外

院病人三十四人次，累計照護一百多人

次。截至十二日之前，粗估共協助九百

多人次接受血液透析治療，其中包含社

區診所一百四十二人次。花蓮慈院血液

透析室林欣穎組長也特別提醒，如果無

法按時接受血液透析病人，這段時間一

定要注意水分的攝取，如果體內的水分

過多，病人容易引起肺積水、全身水腫

的狀況，造成呼吸窘困，另外就是注意

高血鉀飲食，都會造成立即性的生命危

險，所以還是要規律回診洗腎。

從事護理工作超過二十年的護理師夏中宜，目前是懷德透析診所護理師，也在第一時間盡自身的專業守護

別人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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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震後，不少民眾仍寢食難

安，慈濟基金會在二月十一日週日啟動

安心關懷家訪，動員五十二位靜思精舍

法師、慈濟志工七百一十二人次，分為

四區一百條動線關懷一千零二十戶鄉

親。醫療志業暨花蓮慈濟醫院五十七位

同仁及眷屬也投入訪視行列，在花蓮慈

院與慈濟大學對面的國富里、富祥街一

帶膚慰鄉親，送上安心祝福禮。

二月十一日一早，來自花蓮、臺北、

宜蘭、臺東、高雄、臺南、大陸、美

國、新加坡等地志工，以及慈濟醫療志

業、教育志業和基金會等志業體同仁群

聚花蓮靜思堂，準備進行安心關懷。在

德宸師父的陪伴下，花蓮慈院林欣榮院

長帶著五十七位院內和醫療志業同仁、

眷屬走過中央路，到醫院對面的國富里

拜訪，希望帶給鄰里居民們一點安定心

百路家訪慰鄰里
文／人文真善美志工、花蓮慈院安心關懷訪視團隊

整理／沈健民、洪靜茹、曾慶方

精舍師父、花蓮慈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張幸齡主任（右二）與慈濟志工安慰哭得傷心的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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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精舍德宸師父（右二）、花

蓮慈院林欣榮院長（右一）與志

工顏惠美師姊（左一）等人，走

入富祥街的小吃店進行安心家

訪。攝影╱游繡華

心臟內科張懷仁醫師（白袍）與慈濟志工送上祝福禮。攝影／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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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力量。

在花蓮慈院開刀完、復健中的詹太太，

位於富祥街的家裡幸好沒有太大的損

失。她時常觀看大愛臺關心災情，林院

長關懷她的復原情形。越南籍的陳太太

從未經歷過地震，這次受到極大的驚嚇，

不敢上二樓睡覺、更想回越南。宸師父

為她戴上佛珠、顏惠美師姊膚慰不安的

心靈，並邀約來參加祈禱音樂會。平日

會到靜思精舍做志工的七十八歲阿嬤被

強烈的地震嚇到，吳彬安副院長與蘇足

師姊一起合唱〈感恩的心〉送上祝福。

曾任慈濟大學總務長與教育傳播學

院院長的劉佑星教授，感恩陳宗鷹副院

長到府關懷。劉教授在去年八月清洗屋

頂水槽時，不慎跌倒傷及左邊鎖骨，穿

背架半年導致左手無法舉起。他考慮動

手術，但需全身麻醉，所以請教陳副院

長開刀的安全性。陳副院長以麻醉專科

給予建議，加上慈院主治醫師是他的學

生，會請學生多關照。王立信副院長在

家訪中巧遇自己的病人家屬，葉先生住

在加護病房已兩個多月，王副院長送上

福慧紅包給葉爸爸，祝福他的兒子能夠

度過難關、早日康復。

富祥街上的「早安，美芝城」經常

外送早餐到慈院很多單位，骨科葉光庭

醫師的單位也經常叫這家早餐，但葉醫

王立信副院長（白袍）與志工送上福慧紅包以及上人的慰問信。攝影／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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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從來不知道這家店在哪裡。今天趁著

家訪第一次到店裡，其中一位阿姨的妹

妹剛好是葉醫師的病人，葉醫師請阿姨

問候病人安好。鍾先生是慈院病人，患

有心律不整，葉醫師幫他量脈搏，發現

他的心脈很浮。鍾先生家中的水塔、瓦

斯桶和二輛機車都倒了，更換新的水塔

後，他將水分送給鄰居使用，大家也鼓

勵他要多喝水。

花師附小退休的殷老師，剛好是護

理部章淑娟主任長子施廷翰醫師的小學

老師，也是前佳民國小殷校長的女兒。

此次兒孫從上海回臺過年巧遇地震，章

主任送上福慧紅包與上人的慰問信給予

關懷，殷老師也寫下滿滿的感動。護理

部鍾惠君副主任關懷國富二十二街共計

二十九戶，其中一戶為花蓮縣府員工，

剛從小巨蛋結束服務返家，他與鍾副主

任及志工互道感恩，祈願天下無災。

天空下起毛毛雨，護理部葉秀真副主

任走入一對老夫妻家中。「衣櫥倒了、

電視機倒了，神明桌也都移位了！」

七十八歲的阿公表示地震當晚不敢再睡

在家裡，「還好，有鄰居來幫忙，把東

西都復位了。」七十歲的阿嬤也說：「我

現在每天睡不著、吃不下……」葉副主

任緊靠著阿嬤，給她一個深深的擁抱，

「阿嬤，深呼吸，讓心情放輕鬆。」葉

副主任帶著阿嬤做深呼吸、幫她按摩，

安撫她的心。

第十九組的領隊鄧淑卿師姊訪視一位

曾在花蓮慈院服務的護理師，目前從事

居家護理。地震發生後，她們一家人開

著車在外逗留三個小時，十一歲的女兒

提醒已被震昏頭的媽媽，「妳現在應該

到慈院去幫忙，那邊需要妳。」護理師

才想起：對！自己是護理專業人員，便

趕到慈院急診室幫忙，接下來再到她服

務的病人家中關心。

牙科李彝邦醫師帶著太太鄭雅蓉、

護理部章淑娟主任（中）為鄉親傳達證嚴上人的

慰問與祝福。攝影／人文真善美志工

張素雯護理長（左二）等人穿著雨衣進行安心家

訪。攝影／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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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國小三年級的兒子李誠恩及多

位慈濟志工，前往清真寺與印尼小

吃雜貨店，傳遞上人的祝福並送上

福慧紅包。店家老闆及印尼籍員工

對於慈濟人的送暖活動感到十分溫

馨，也齊口同聲回應會參與當日下

午的祈禱音樂會，一同祈求眾生平

安。

強震之後，花蓮慈院不僅在第一

時間堅守崗位，同仁們在假日也不

空過，會同精舍師父與慈濟志工進

行訪視關懷，為災民們送上暖流，

真正做到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

護愛。家訪其中一戶剛巧是一位同仁的娘家，葉光庭醫師（右）

陪著害怕地震的小朋友閱讀靜思語。攝影／曾慶方

護理部蘇芬蘭督導（中）與志工一行人祝福平安的這一家人。攝影／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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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深夜到七日凌晨接連的強

震，造成花蓮地區部分建築物倒塌，

有超過三萬戶受到影響。花蓮慈院精

神醫學部立即在二月八日上午舉辦災

難後心理調適的安心講座，及安心小

站、安心門診、安心專線等「安心醫

療服務」。

「忽視急性壓力反應往往會造成後續

的創傷壓力症候群。」精神醫學部主任

沈裕智表示，嚴重的急性創傷，除了在

當下威脅到生命，之後很可能會產生嚴

重的害怕、無助及驚恐的心理反應。在

災害剛發生的時期，重點當然是救援，

但是如果能同時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

就有機會能減緩其心理衝擊，促進受災

民眾的心理復原。

「生理與心理健康都很重要！」沈裕

智主任表示，天災並不會挑選對象，其

實包含很多同仁與志工在內，家裡有或

多或少受到影響，在救援生命的同時，

希望也能透過心理專科提供協助。沈主

任說，其實光是大人與小孩的調適方式

都不同，大人可以用「安 (促進安全 )、
靜 (促進平靜與鎮定 )、能 (提升自我效
能 )、繫 (促進聯繫 )、望 (找回希望 )。」
等五字訣來調適。

安心祈福樂音揚

除了花蓮慈院合唱團、慈大春暉合唱團，藝聯會菩薩及知名歌手、演藝菩薩特地自各地前來花蓮，以行動

為花蓮祈福。

祝福花蓮祈福音樂會暨安心醫療服務
文╱楊金燕、曾慶方   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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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花蓮祈福音樂會

花蓮慈院醫護投入

二月十一日下午三點，慈濟基金會特

別舉辦「祝福花蓮祈福音樂會」，一千

兩百位鄉親、慈濟志工與四大志業同仁

齊聚花蓮慈濟靜思堂講經堂內，金馬影

后楊貴媚、金曲歌后萬芳、金曲二重唱

湯姆與哈克樂團，以及諸多知名歌手、

演藝菩薩，從各地專程前來，以行動為

花蓮祝福。花蓮慈院醫護也親身投入，

參與演唱並提供抒壓良方。

音樂會一開始，即是由花蓮慈院合唱

團、慈大春暉合唱團共同以一首〈明天

會更好〉溫馨暖場。號召此次合唱的吳

彬安副院長提及，儘管音樂會前一晚七

點半才接到通知，但一招兵買馬，竟有

四十二位同仁與團員自願上臺演唱，他

特別感恩林欣榮院長，合唱團指揮陳嬥

笙老師，徐玲玲師姊與所有團員在非常

短的時間共襄盛舉、熱情參與。

「雖然餘震不斷，地震一直在搖，但

沒有任何醫護同仁說停或逃，都沒有。

醫師、護理師拚命救人，一個一個救，

真的讓人非常感動。」林欣榮院長很感

恩上人在建造醫院時，即指示當災難發

生時，醫院是救命的磐石，一定要非常

的堅固，而災後全國救災總隊的土木工

程技師也來檢查醫院的建築結構，檢測

結果「花蓮慈濟醫院毫髮無損，非常堅

固！」地震當夜，在救災兩個多小時後，

精舍的師父即送來饅頭、薑茶、熱食，

為所有的病人、家屬及醫護同仁，在寒

夜與驚恐中暖心暖胃。

手牽手，彼此擁抱，互相祝福。人

人以虔誠的心念，為花蓮，為臺灣，

也為世界獻上最虔敬的祝福。攝影

／（左）陳光華、（右）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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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安定需良方  虔敬祈禱與祝福

震後花蓮鄉親心有餘悸，許多鄉親出

現失眠、緊張、鬱悶等生理反應，精神

醫學部主任沈裕智除了在音樂會中分享

花蓮慈院推出的四大安心服務之外，沈

裕智主任更現場帶領「紓壓伸展操」，

讓花蓮鄉親、助人者，一起放鬆身心、

釋放壓力。

音樂會最後，證嚴上人感恩所有的志

工菩薩、醫護同仁，震後第一時間，雖

然自家凌亂，卻直接奔往災區、醫院；

災後更有許多不同宗教、國家紛紛來訊

關懷，向著臺灣，向著花蓮，這些都是

愛的湧現，是愛的能量的凝聚。

上人期勉大家：「我們要安心、要放

心，要自我祝福，安下心來，才能走出

陰霾，才會有光明。花蓮這一波，已經

過去了，請大家要相信，我們要時常抱

著感恩與祝福，人人都可以做一位擁抱

蒼生的大愛之人。」上人帶領大家點燈、

祈禱，在祈禱文的歌聲當中，以最虔誠

的心念，為花蓮，為臺灣，也為世界獻

上最虔敬的祝福。

隨著餘震頻率慢慢減少、減弱，收容

中心災民被安置到旅館或善心人士提供

的愛心屋暫居，震後拆除與重建工程亦

將逐漸展開，但在這過程中，心靈的重

建也非常重要。精神醫學部為了舒緩院

內同仁疲憊與膠著的心緒，二月十三日

於院內公告，將提供一系列「安心深層

紓壓放鬆」服務，陪伴同仁放鬆壓力，

維持身心健康，繼續服務病人！

(參考資料╱花蓮慈院公傳室新聞稿 )

花蓮慈濟醫院四大安心服務項目

一、�舉辦「安心講座」：自二月八日至十二日，共三
場次，談災難後如何心理調適。

二、�設置「安心小站」：自災後分別在小巨蛋、中華
國小、全球慈濟志工寮房收容站駐點服務，慈院
的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
等提供一對一的諮詢服務，自二月十日起，也同
時結合東區的精神醫療網，由花蓮區的醫師們輪
流值班服務。

三、�設置「安心門診」：持續提供災後心理諮詢服
務，直到二月底，只要是災民即優先就診，免部
分負擔。

四、�提供「安心專線」──03-856-1825 轉分機9，
二月底前提供二十四小時精神專科醫師諮詢服
務，讓非門診時段，也能照顧到花蓮鄉親的需
求，讓花蓮慈院陪伴災民的心、助人者的心，以
及安花蓮鄉親們的心。

花蓮慈院精神醫學部沈裕智主任分享四大安心服

務，教導花蓮鄉親調適災後心靈創傷的方法，並帶

領紓壓伸展操，臺下的花蓮慈院主管與同仁也跟著

紓壓放鬆練習。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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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深夜花蓮大地震，統帥飯

店三樓一下子坍塌到一樓，入住五樓的

魏勝雄，是花蓮慈院接受自體脂肪幹細

胞移植治療腦中風人體實驗的第一例個

案。六日，魏姓夫婦剛好從彰化來到花

蓮慈院進行術後三個月的治療評估，白

天看完門診，就下榻在有著四十一年歷

史的老字號「統帥飯店」，沒想到半夜

就遇到強震。

震醒驚魂夜  英勇住客助逃生

地震那晚，習慣早睡的魏勝雄與妻子

劉美黛睡夢正酣，突然一陣左右上下劇

烈震盪來襲，房間內的物品被震得掉落

滿地，「碰」的一聲，四周一片瞬間漆

黑，屋子瞬間傾斜。來自印尼的看護阿

娃，從睡夢中被驚醒，緊接著聽到地鳴

嗡嗡的聲音，擔心兩老被壓傷，情急之

下用自己的身體護住老人家，只能等到

地震停歇，才與劉美黛一人攙扶一邊將

行動不便的魏先生拉出室外。這時，「統

帥飯店」原本的五樓已成了二樓。

當時餘震不斷，鄰住的房客紛紛奪門

而出，摸黑分頭尋找出口，驚魂未定的

三人，唯一想法就是趕快逃出去。年邁

的劉美黛和阿娃拖著魏勝雄，隨著人潮

前往安全的地方，正好遇到兩位用手機

照明逃生的苗栗縣後龍鎮仁德醫藥專科

學生，兩人二話不說，直接幫忙揹著魏

先生走下樓梯，尋找最接近救護點的位

置。男學生先行休息後，又有一名從九

樓下來的熱心潘姓女住客主動上前，確

認魏先生的體重後，主動揹他到救護窗

口，由消防人員接力將其救下。當雙腳

著地，平安脫困後，三個人都癱軟了！

同時間，接受同樣治療的第二例人體

試驗個案王吉雄也返回花蓮慈院接受評

震後歷劫接福
文／彭薇勻

感恩許多英勇人士搭救，行動不便的魏勝雄平安脫

險。圖片提供／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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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追蹤，下榻在吉安鄉一家民宿。地

震發生後，神經外科專科護理師王宜芬

第一時間聯繫確認兩例個案是否安全，

才發現統帥飯店倒塌，電話遲遲無法聯

繫上魏勝雄夫婦。心急的王宜芬在確認

王先生一家入住的民宿安全後，隨即與

遠在彰化的魏先生兒子魏首任分頭找尋

兩老。

「我找到爸爸了，在飯店附近的銀行

騎樓下！」魏首任想方設法託人尋找，

直到確認父母親與阿娃三人平安，懸浮

的心才放下。魏首任趕緊致電向醫護團

隊報平安，父母親在住房好心人的協助

下，已經平安獲救，因倉皇逃出，所以

只隨手拿了些貴重物品，沒帶手機跟輪

椅，斷了聯繫。他請父母親先在原地不

動，等待醫院同仁接應。

王宜芬專師緊急聯繫人文室同仁李

品萱及王吉雄的兒子，想要安排魏勝雄

等人的住宿，王先生入住的民宿老闆熱

心地表示可到花蓮市區接三人至民宿休

息。正在醫院協助處理大量傷患的林院

長，同時也與王宜芬專師保持聯繫，考

量急診有大量傷患，擔心他們無法好好

休息，先到民宿或許是較好的考量。

脫困後，魏勝雄三人兩眼無神地坐在

騎樓下，由於統帥飯店現場混亂，市區

街道上滿滿的車子，鄰近的銀行經理看

二月七日一點多被好心人送抵花蓮慈院急診，魏勝雄及太太等人一見到林欣榮院長，才感覺安下心來。攝

影／游繡華



人醫心傳2018.348

封面故事

著坐在地上的魏先生瑟縮著身子，又行

動不方便，便主動提議將魏先生夫妻跟

阿娃三人送至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坐

鎮醫院急診的林欣榮院長本就擔心魏勝

雄的病況，他說：「看到魏先生 (半夜 )
一點多平安出現在醫院時，我們都鬆了

一口氣。」

魏勝雄夫妻與阿娃抵達花蓮慈院急診

室，見到林院長才安下心來。見到熟識

的醫護團隊，魏太太劉美黛就急著送上

一個擁抱回答：「我們逃出來了，還能

見到大家，真好！」彷彿這樣說，就能

為自己壯膽，也安一安心神。林院長不

捨地問：「您們嚇到了吧？」劉美黛微

笑道：「怎麼可能沒嚇到。」儘管心生

恐懼，他們還是很堅強。

林院長為魏先生檢查後，幸好身體沒

受傷，只是倉皇逃出時，日常用藥也沒

來得及帶著。林院長特別請醫護團隊協

助，開立些日常用藥，讓魏先生與太太

能盡快恢復正常生活。王吉雄的兒子與

民宿老闆隨即從統帥現場轉往急診室，

將魏先生等三人接到民宿，讓魏先生一

行人十分感動。

透過媒體　感謝人間菩薩

從深夜到清晨，餘震動輒四、五級，

想起地震後努力扶起倒物、勉強清出一

條路才能脫困，受到驚嚇的三人遲遲不

敢入睡。歷劫生死關頭的魏勝雄與劉美

黛，每到夜深人靜時，感嘆生命就在呼

吸間，一想到當時的情況，就忍不住抱

頭痛哭。

相隔一日，八日下午，魏勝雄夫婦回

醫院接受職能治療與物理職療評估。由

長期記錄魏先生參與人體實驗進展的公

傳室同仁彭薇勻前往探視，並諮詢魏太

太接受媒體採訪的意願。儘管他們歷經

地震後心理狀況極度不穩定，內心仍充

滿驚嚇恐懼，但劉美黛仍希望透過媒體，

向在地震中協助將先生從樓梯口中扛到

窗戶出口的二位年輕男子及潘女士表達

內心的感恩。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劉美黛表示，她

不認識當天那幾名英勇的遊客，如果他

們有看到新聞的話，懇請與慈濟醫院聯

絡，全家人都要感恩他們的幫忙，「好

感動，就是人間菩薩。」她也要感謝警

消人員，最後要感謝林欣榮院長對他們

夫妻的支持、鼓勵，讓她能安心，不再

害怕。

雖然驚魂未定，二月八日劉美黛女士仍願接受媒體

採訪，只希望親自感謝幫助他們逃生的善心人士及

警消人員。攝影／曾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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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親陪伴安身心  撫平震後創傷

地震停了，心卻無法安住。九日上午，

本身是中區人醫會成員的魏勝雄及太太

劉美黛、阿娃，由慈濟醫療志業人文傳

播室高專曾慶方的陪同回到靜思精舍，

膚慰飽受驚嚇的心靈。

「都過去了，災難都過去了。」上人

的話緩和心境，並鼓勵身為中醫師的魏

勝雄「你要再恢復起來，想去義診就去

義診，發心願，發大心，用中醫專業守

護更多民眾的健康。」一席話，聽入魏

勝雄的心裡，終於露出了笑容。而靜思

精舍師父溫柔的抱抱、輕輕的安慰著劉

美黛，讓她忍不住紅了眼眶，述說當晚

如何驚恐不安，在頻繁的餘震中不斷地

被驚嚇，接連兩天的壓力，在述說中慢

慢舒緩了。劉美黛擦一擦眼淚後，勇敢

地對先生說：「還好我們三人都平安，

就是最大的福報。」

三人原本緊繃的情緒，在精舍師父的

關心下，漸漸重展笑容。及時送上關懷，

安撫受到驚嚇的情緒，魏勝雄一家人剎

那間深埋心中的恐懼，就像找到了出口

似的，不自覺的緩緩向師父們訴說，「經

過這次的災難，我跟兒子說：我們要好

好活著，也要做有意義的事。」劉美黛

拭去眼角的淚水說著。

魏勝雄與太太劉美黛於二月九日回到靜思精舍，感受平安就是

最大的福報，經歷災難的心情終得安定。攝影／曾慶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