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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序進入冬天。每年醫師節前的第一

個節氣就是立冬。冬者，終也，立冬之

時，萬物終成。在這個時節，醫院裡的

各個團隊不但檢視今年努力的成果，並

為新的年度訂定了新的目標。

還記得九月下旬，我和小兒部團隊在

媒體記者前分享第一例小兒心臟導管手

術成功的喜悅。因為花蓮慈濟醫院成立

三十三年以來，在照顧新生兒重症的任

務上，終於踏上新里程。這正是證嚴上

人及全球慈濟人在花蓮蓋醫院的初心，

從啟業時，大人的急症、重症、難症的

開心開腦、心導管治療、器官移植、腫

瘤治療等搶救生命的醫療開始，現在花

蓮、臺東兩地的小兒心臟病也可以就近

在花蓮獲得良好的醫治。

三十多年前，東部資源貧乏，盤山過

嶺自西部到花蓮的上人，帶領弟子做的

第一個志業就是慈善濟貧，卻發現許多

人因病而貧；那時候小病有義診所、醫

院，大病就得送到北部的大醫院。而這

三十三年來，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不僅在

地醫療做得非常好，更有許多外縣市的

病人，甚至來自美國、菲律賓、印尼、

馬來西亞、大陸、澳洲……，慕名來花

蓮治療。

我們的醫療團隊不缺世界頂尖的專

家，就獨獨缺小兒心導管的治療，感恩

上人的勉勵與支持，兩位自慈濟大學醫

學系、花蓮慈院培育訓練的小兒部裘醫

師、劉醫師，均已能獨當一面，幫助需

要做心導管手術的小病人。而我們也正

朝著在東臺灣成立小兒醫院的願景邁

進。

為了精進外科，在八月啟用 Hybrid 
OR高階整合型手術室，已經完成多例
「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術」。高階整

合型手術室可供骨科、心臟科、胸腔外

科、神經外科、器官移植……等相關手

術應用，對醫療團隊有很大的幫助。主

要是內建影像檢查系統可以在手術中提

供即時影像，使手術治療更精準。

以心臟內外科共同進行「經導管主動

脈瓣膜置換術」來說，透過心導管，就

可完成主動脈瓣膜置換，比微創還要微

創；手術時間短、出血量小、風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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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時間短，相信這些寶貴資源都能成

為守護病人的重要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花蓮慈院與臺灣尖

端先進生技醫藥公司合作進行的細胞因

子誘導殺手細胞 (CIK)應用於腦瘤等第
四期實體癌的治療計畫，於今年（二○

一九）八月取得許可，適應症涵蓋肺癌、

食道癌、胃癌、大腸結腸癌、乳癌、肝

癌、腦瘤與腎臟癌等八項常見的癌症，

第一位病人已於九月下旬收案，並在十

月上旬接受治療；第二位病人也在日前

接受治療。

從事細胞療法與研究至今二十多年

來，無庸置疑，細胞治療是「現代醫學

的第四根支柱」，與傳統醫療不盡相同

的地方，比較類似缺什麼補什麼的「加

法治療」。在臺灣，花蓮慈院是第三家

通過審查開放細胞療法計畫的醫院。

CIK就是藉由抽取病人自身血液，在
體外進行純化、訓練及培養後，讓免疫

細胞增加並且活化，再回輸功能性更強

免疫細胞去對抗癌細胞。

用自己的細胞或他人的細胞，經體外

培養等程序擴增細胞數目，再打回病人

體內，以達到治療目的，都算是廣義的

細胞治療。陸續還有與許多生技公司合

作，包括以自體免疫細胞治療第一至第

三期癌症，自體脂肪幹細胞、間質幹細

胞，針對骨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慢

性缺血性腦中風、脊髓損傷、及皮膚抗

衰老……等九件細胞治療計畫案正在審

查中，期待未來能幫助到更多的病人。

我們將在十二月五至八日的臺灣醫療

科技展 (expo.taiwan-healthcare.org)中，

以最先進的細胞療法創新研究與臨床成

果為主題；希望透過各團隊的成果展與

座談，讓更多人清楚的了解細胞治療的

方式與優勢。

此外，我們一直努力幫長者、腦傷、

脊髓損傷……等病人找回尊嚴的中西

醫合療團隊，最近收治一對年齡加起來

一百八十三歲的老夫妻。

九十七歲的陶先生過去有高血壓、受

過心臟節律器治療、慢性腎病症候群等

病史。因近年暈厥愈來愈厲害、四肢無

力、講話無力等症狀，一直被診斷為心

臟問題、老化，僅以口服藥物治療。經

我們電腦斷層及多巴胺檢查，發現他有

水腦及腦萎縮，一經腰椎水腦測試，原

本沒有力氣的陶先生，講話變得中氣十

足，精神極佳，家屬馬上表示「可以裝

永久引流管嗎？」

八十六歲的陶太太，長期臥床，四肢

無力，經檢查有腦萎縮、水腦、小血管

疾病，於是夫妻倆都接受腰椎腹腔引流

管手術，同時還接受內生性幹細胞療法、

中醫針灸、復健等合療，言語溝通也有

很大的進步，特別是陶先生可以站起來

走路，夫妻倆都很歡喜。

上人常開示「人傷我痛，人苦我悲」；

上人帶領慈濟人在全世界布下種子，種

子萌芽長出小樹苗再變成大樹，造福人

群。我們的醫療團隊用心專業在臨床上，

或創新研發新藥，不只期許醫療種子在

花蓮就地生根，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病

人，這也是全院同仁每年立願努力的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