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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緣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阻斷了救命之髓的運送，

但是親情克服了萬難，在新加坡，有人為救親人包

機來臺取髓……

四月底，一架來自新加坡，乘載著重生希望的包機，

在接近中午十二點的時間，順利降落花蓮機場，以

落地不入境的方式來取髓。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

榮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親自把救命

之髓——造血幹細胞，送至空橋下與來自新加坡的

取髓人員進行遠距離骨髓交接。此為慈濟骨髓幹細

胞中心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中轉不入境的方式接受包

機取髓，亦是花蓮航空站與航警局花蓮分駐所從未

有過的人道救援經驗。感恩花蓮縣政府與縣衛生局

全力支持，所有相關單位群策群力，共同圓滿了搶

救生命的艱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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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麻六甲海峽跨越南海

直飛臺灣花蓮

二○二○年四月底，在東北季風及

華南雲雨區東移影響下，接連著幾日，

花蓮都是陰雨霏霏的天氣，遠方厚厚的

雲積壓著，如同受到年初開始的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海外皆無法來臺取髓的陰

霾一般，久久籠罩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所有工作同仁心頭。而這一天，來自

新加坡一架灣流 150型飛機，在接近
正午的時間，順利降落花蓮機場，在花

蓮航空站主任吳富和、航務與業務組的

安排下，以落地不入境的方式來取髓。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與副主任王佐輔醫

師，親自將造血幹細胞送至機場空橋下

與新加坡的取髓人員進行遠距離交接。

這次跨海尋求造血幹細胞配對的是一

名年近四十歲、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的女性，在新加坡骨髓庫找不到合適的

捐贈者，去年底轉向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尋求生機。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

楊國梁表示，在配對過程中，主要是針

對雙方的「免疫基因型（HLA）」五組，
共十個位點進行比對，通常十個位點中

有八個符合就能進行移植，而這次的案

例是十個位點全部符合，真的是很難得

的因緣。

在花蓮航站主任吳富和與花蓮縣衛生

局長朱家祥醫師的見證下，林欣榮院長

用大聲公以英文向取髓人員表達歡迎與

感恩：「感恩您們遠道而來，為了搶救

血癌患者的生命，跨越南海，來到千里

之外的臺灣花蓮，在 COVID-19新冠肺
炎疫情的威脅下，為符合防疫社交距離

感謝所有相關單位協助才能完成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新加坡髓緣。花蓮慈院由林欣榮院長 ( 左四 ) 代

表致上謝意。左五為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祥、右五為花蓮航空站主任吳富和，右四為航警局花蓮分駐

所高國陞先生，左二為王佐輔醫師，左三為楊國梁主任，右二為陳春美師姊。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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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我們第一次接受包機取髓，在

高規格的防疫下，以遠距方式交接，祝

福患者獲得最好的治療，健康重生。」

包機取髓的任務能順利進行，要感恩

花蓮航空站考量避風躲雨的需要，安排

在接近五號停機坪的四號空橋下方，並

貼心準備長桌，讓新加坡機組人員以不

入境，雙方遠距離完成交接。

在林院長簡短歡迎之後，楊國梁主

任透過大聲公與新加坡取髓人員進行交

接程序：確認冰桶中的血袋數量、血袋

包裝是否完整、包裝袋有無滲漏、造血

幹細胞是否結塊、血品顏色是否正常等

等。此外血袋上的病人編號、捐者編

號、造血幹細胞類別、容量、捐者血型

等也依照標準程序一一確認。接著告知

取髓人員是否了解送髓基本規則：勿

照 X光、勿接近熱源、勿冷凍、勿延
遲運送等。請取髓人員在交接單據上完

成簽名，將重新包裝妥當的血袋裝入冰

桶後，伴隨著完整齊備的文件夾，隨即

揮手道別並走向停機坪，送髓團隊虔誠

祝福飛航順利，在專機加滿油料做好機

組安檢後，旋即於十二點三十分起飛返

航。

這架飛機從新加坡起飛，歷經四個

半小時飛行，直抵花蓮，真正停留時間

少於一小時，隨即離去。林欣榮院長現

場也特別感恩花蓮航空站與航警局花蓮

分駐所協助，所有人群策群力，共同圓

滿這個救人的任務，「在符合距離的限

制，動用我們機場同仁，組長，大家都

一起來幫忙，合乎規定又合乎防疫的準

則，安全地把品質很好的骨髓直接送到

新加坡救人一命，感恩大家！」

親臨現場的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祥

指出，在新冠病毒肆虐情況下，跨國骨

髓捐贈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看到新

加坡來的取髓護理師與慈濟醫療團隊都

做了最好的防護措施，包括防護衣、護

目鏡、手套，現場還有花蓮慈院感控護

理師指導所有參與人員穿著個人防護裝

備，不僅醫護團隊，包括航警局、航站

人員，各種感控措施都依循指示確實做

好每個防疫步驟。」交接過程，朱局長

花蓮慈濟醫療團隊以最高防疫規格準備迎接新加

坡取髓人員，進行遠距造血幹細胞的交接。攝影

／劉蓁蓁

新加坡取髓人員落地後，在花蓮航空站與航警

局花蓮分駐所的引導下前往指定的四號空橋準

備交接。攝影／劉蓁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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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著防護裝備全程參與，了解雙方不會

有近距離接觸，見證了防疫期間髓緣的

跨國之愛。「我們看到慈濟非常嚴謹對

骨髓做確認，之後由新加坡的護理師把

骨髓帶走，整個過程讓人非常的感動，

我想這是一個世界的創舉。」

熱心協助救援

花蓮機場首次中轉不入境

新加坡的血癌病人原訂三月底進行造

血幹細胞移植，捐贈者亦安排了休假準

備前往花蓮慈院救人，但是新冠肺炎肆

虐全球，世界各國紛紛宣布邊境管制。

臺灣與新加坡分別自三月十九日與三月

廿三日起實施邊境管制措施，未經特別

許可者一律限制入境。不管由臺灣送髓

或是新加坡取髓，人員都得在抵達與回

程隔離十四天，兩國的邊境管制，恰巧

在病人等待移植的關鍵時刻，硬生生地

阻斷了原訂捐贈與取髓的行程，捐贈者

捐贈前準備與病人移植前的所有治療全

部喊停，急壞了等待中的病人家屬與移

植醫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導致太多

不確定的因素，邊境管制後航班不是減

班就是停航，促成了新加坡以包機取髓

的決定。

包機來臺取髓，承載的不僅是一個

重生的機會，更包含了一位慈父對孩子

的愛。在配合防疫的前提下，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從三月中獲悉將實施邊境管

制，即開始尋求各種管道協助，北區慈

濟公傳志工也聯繫相關主管部門，期望

在嚴守防疫與及時救人的目標中，找到

最適合取送髓的管道；院長室主管也持

續關心送髓進度與可能作法。待新加坡

骨髓庫告知家屬決定包機之後，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旋即前往拜會花蓮航空站

與航警局花蓮分駐所，說明為了搶救一

名血癌病人，新加坡取髓人員將以包機

方式前來，立刻獲得航警局花蓮分駐所

與花蓮航空站航務與業務組的大力協

助，共同研擬如何在防疫期間，做到合

乎出入境管理，航站安檢與防疫安全等

條件，完成這項前所未有的人道救援。

林欣榮院長將骨髓桶放置在花蓮航空站準備的

長桌上，隨即退回原點，待取髓人員前來交接。

攝影／黃思齊

新加坡取髓人員完成交接後，豎起大拇指比讚，

向慈濟醫療團隊表達感恩，隨即登機離去。攝

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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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航空站主任吳富和：「第一次

接到這樣的 CASE（案例），因為防疫
的關係，人員採中轉的方式，就是不入

境，在花蓮應該是第一次，我們去協調

移民署還有海關，安檢這邊來做協助，

我們是沒有人員入境，不過有骨髓出

境，所以這部分必須協調移民署、海

關，還有安檢這些單位來做協助。」航

警局花蓮分駐所長高國陞亦表示此次新

加坡包機取髓屬於人道救援，在合乎安

檢條件下，定會全力協助。

保持社交距離的交接法

幕後場勘與模擬

由於中轉不入境取髓的方式史無前

例，在落地簽還沒核發下來時，一切仍

有許多變數，捐贈日期遲遲無法敲定，

捐贈前準備亦不敢先行安排。為此諸多

的不確定因素，楊國梁主任特別前往靜

思精舍拜會前來參加慈濟日活動的前交

通部長蔡堆，就行政程序與注意事項請

益。雖然蔡部長已退休多年，全心投入

志工行列，但一聽到需要人道救援的包

機取髓，馬上大力協助飛航業務細節指

導。會後，楊國梁主任一行人又在志工

陳春美的陪同下，前往拜會花蓮航空站

與航警局花蓮分駐所，討論流程與動

線。考量文件交接不能淋雨，造血幹細

胞不能受熱，花蓮航空站特別建議在四

號空橋甫完成的風雨走廊進行，此場地

既能擋風又能遮雨，最重要的是在空氣

流通不密閉的條件下，防疫進退皆宜。

在確定了包機落地簽獲准核發下來，

花蓮航空站交接的場地確定，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同仁為了切實符合防疫要求

在一定的社交距離完成交接的規定，四

月廿日起連續兩天在中心會議室密集模

擬交接流程，四月廿二日亦在花蓮航空

站與航警局花蓮分駐所的安排下，與大

愛臺、花蓮慈院公傳室、醫療法人文傳

待新加坡包機取髓任務完成後，花蓮航空站即

針對交接處所進行防疫消毒，落實防疫以確保

旅客安全。圖／花蓮航空站提供

雖然只有造血幹細胞與文件要出境，花蓮航空

站與航警局花蓮分駐所仍維持高規格安檢，確

實檢查才能通關。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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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同仁、志工陳春美師姊前往花蓮機場

實地場勘，就取髓人員下機後動線與交

接位置討論定案。也特別感恩華信航空

為配合引導專機取髓人員下機，也全程

參加演練。

疫情無常衝擊

跨國髓緣尋因應之道

從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擴散日益嚴峻，

各國實施邊境管制後，出入境十四天隔

離的規定，讓海外取髓任務更顯艱難，

各國送髓取髓路線完全被迫改變甚至延

緩。林欣榮院長表示，對血癌疾病患者

來說，骨髓幹細胞配對成功後，會進行

一連串化療等療程，如果沒有在預定時

間內進行移植，病人可能會發生嚴重感

染，甚至死亡。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從二月開始研擬

因應方案，慈濟各志業體與志工在得知

髓緣的艱辛後，紛紛提供建議與協助，

並在相關單位大力奔走，無奈因疫情全

面封鎖邊境而一波三折，遲遲沒能達

陣。但生命在呼吸間，如何兼顧防疫與

時間賽跑成為當務之急，直到三月中旬

新加坡決定以包機來臺以中轉不入境的

方式取髓，才又開啟了另一個新的取髓

模式。只是包機取髓模式費用昂貴，動

員人力之多，包含航空站、航警局、兩

地醫護人員、航空公司、衛生局等，並

非人人可以負擔，因此不會列入未來取

髓送髓的選項。

新冠肺炎所引發的疫情，充滿複雜

性、不確定性、無法操控性，不僅重創

全球經濟，影響人類生活，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取髓送髓方式也在此種錯綜環

境中大受影響，面對不同國家移植醫院

的需求，亦思索著如何改善造血幹細胞

的低溫保存法與運送，以讓取髓送髓更

有效率。

新加坡與慈濟的髓緣之情
起於一九九四年，當時慈濟骨髓資料庫才甫成立第二年，新加坡骨髓庫即促成慈

濟骨髓庫捐贈到海外的第一例，由於血緣種族相近，配對比例優於其他國家地區的

骨髓資料庫。

至二○二○年四月，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已供髓一百四十四例至新加坡。

臺灣的愛心救命造血幹細胞順利抵達新加坡。

圖片提供／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