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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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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慈院爭取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認證，落實無菸環境的

種種措施，獲得訪視委員們的肯定……

◆	以健康促進、推動預防醫學為目標的臺中慈院，在全球無菸健康

照護服務網絡認證訪查中，將戒菸的推動從院內推到社區，因此

獲得訪視委員的讚許……

◆	來自臺東達悟族女孩的愛心，串起了社區一顆顆的愛心，一束束

的愛心頭髮集結送到花蓮慈院的癌症中心，未來將製作成各式各

樣自然的假髮，帶給癌症病友自信與亮麗……

◆	為促進社區長者健康，玉里慈院與慈濟技術學院合作，舉辦了社

區部落種子講師培訓課程，透過扎實的訓練課程，回到社區給老

人們最直接的幫助……

◆	關山慈院中醫科門診正式上路，提供多樣化的服務項目，讓偏遠

民眾不需再長途跋涉，也能獲得高品質中醫的治療……

◆�七歲的廖小弟弟因乳牙拔除傷口未癒，被診斷為亞洲最

年輕的口腔癌患者，幸運的經過臺北慈院口腔外科醫師

夏毅然主任手術後，終於能歡喜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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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八月五日

首例幼年型口腔癌 

手術圓滿歡喜出院

一名年僅七歲的廖小弟弟，經某家

醫學中心切片確診罹患口腔癌後，找

到臺灣醫治口腔癌的權威——臺北慈

濟醫院口腔顎顏面中心夏毅然主任，

尋求協助。目前口腔顎顏面中心團隊

已順利透過手術，精確地切除腫瘤，

並在八月五日舉辦記者會，記者會上

廖小弟弟送上自己親手塗鴉的卡片，

感謝夏醫師和臺北慈院醫療團隊。

乳牙傷口未癒 

口腔癌罕見案例

在臺灣，口腔癌的好發族群從以前

的五十到六十歲中高齡族群，降低成

三十到四十五歲青壯年族群，但兒童

罹患口腔癌的案例相當罕見。根據醫

學文獻記載，在過去四十年間，全世

界僅有六位是十二歲以下的口腔癌患

者，其中，年紀最小為六歲，此次臺

北慈院治療的七歲男童，是全球第二

年幼的口腔癌病患，也是亞洲年紀最

小的口腔癌病童。

病人廖小弟弟在今年初乳牙掉下後，

傷口一直沒有癒合，當時家長也沒有

特別注意，直到兩個月後，發現原先

換牙處有一個膿包狀的突起，才開始

求醫。期間雖然前往住家附近牙科診

所檢查，但是傷口始終沒有癒合，後

來，廖小弟弟先在北部某醫學中心求

診，再轉往臺北慈濟醫院，被確診為

口腔癌。廖小弟因此住院並接受外科

手術切除口腔癌，手術後三個月持續

追蹤，目前傷口穩定，沒有復發跡象。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中心夏毅然主任（左）

和醫療團隊為廖小弟開刀切除腫瘤。

▌夏主任向大家說明，只要口腔內有傷口超過

兩個禮拜未痊癒，就要找醫師做進一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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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順利計畫重建 

手繪卡片道感恩

擔任牙科與口腔外科醫師達三十年的

夏毅然主任，曾經為年齡高達百歲的口

腔癌患者進行手術，為國內口腔顎顏面

外科權威。夏主任指出，口腔癌發生在

小孩子身上的案例非常罕見，廖小弟是

全世界第二位年紀最小的口腔癌病人。

尤其廖小弟弟的口腔癌發生位置在下顎

牙齦處，病灶接近頸部淋巴結，與其他

年幼兒童口腔癌好發位置不同，在治療

上有其困難度，不僅齒槽骨需要切除，

同時術後左右臉頰不對稱發育的機率很

高，因此必須對廖小弟進行長期追蹤檢

查，也需要兒童牙科醫師的協助，讓廖

小弟的臉部日後可以維持左右對稱的平

均發育。

目前廖小弟弟已經順利出院，並持續

回診，在手術後一切恢復正常。臺北慈

濟醫院兒童牙科正為廖小弟弟日後的

齒列完整性，進行一系列的重建計畫，

目前將置放「空間維持器」，以維持牙

弓空間，避免牙齒傾倒，讓顏面能正常

的發育。

準備要升小學三年級的廖小弟弟，今

天也在爸爸媽媽的陪同下出席記者會，

廖小弟弟自己繪製了一張卡片，上面寫

滿了感謝臺北慈濟醫院及夏主任的話：

「當我要進手術室的時候，我很害怕，

但是我知道夏醫師的醫術很好，我一定

可以平安地從手術房出來。」

 廖媽媽也語帶啜泣的感恩臺北慈院，

▌為慶祝廖小弟弟順利出院，臺北慈院準備了

一個模型玩具送給他。

▌廖小弟弟親手繪製卡片，感恩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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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夏主任和未來負責重建計畫的兒童

牙科陳宜宏醫師是他們家的貴人，廖

媽媽說：「小朋友還這麼小，就得到

這種病，對我們來說，真的是晴天闢

靂，心情上很難接受，但還好遇到夏

醫師，幫小孩撿回一命。」

傷口管理多留意  

把握黃金治療期

由於國內百分之九十的口腔癌患

者，都曾經有抽煙或咀嚼檳榔的習性，

甚麼原因讓不煙不酒也不吃檳榔的廖

小弟弟得到口腔癌？目前還是無法確

定，但夏主任特別呼籲，只要口內傷

口超過二到三週沒有癒合，就會有惡

性轉變的可能性，提醒民眾，特別是

小孩與抵抗力弱的老人，對任何的口

內傷口或是破皮都必須要有警覺心。

一般而言，正常的口內破皮潰瘍，

大約七到十日左右可以癒合，如果超

過二到三星期還沒有癒合，一定要去

醫院找口腔外科醫師進行進一步的檢

查。夏主任指出，口腔癌其實很容易

自我檢查發現，但是目前大約有百分

之六十的口腔癌病人到了第三期或是

末期才來求診，因為一開始，病人都

輕忽以為自己是牙周病或是普通破皮

潰瘍，只要刷刷牙或是自我塗藥，傷

口就自己會好，因此而忽略了治療口

腔癌的黃金時機。( 文／王忠芳；攝影

／簡元吉 )

大林
七月十五日

用心設計傳承經驗  

建構無菸健康網絡

大林慈院推動無菸醫院有成，爭取

「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認證」，

七月十五日擔任召集委員的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副總院長翁林仲帶領著委員們，

來到大林慈濟醫院進行實地訪查。委員

們對於大林慈院的推動成果讚不絕口，

翁林仲委員表示將把在大林學到的經驗

帶回去作為其他醫院的榜樣，也期許大

林慈院能夠代表臺灣「出國比賽」，得

到歐洲無菸網路聯盟的世界冠軍，為國

爭光。

▌醫院大門外設有監視錄影器以及警告標語，

提醒民眾不要吸煙，令委員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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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專線常熱線  

無菸空間很健康

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特別向大家介紹

香菸的故事。尼古丁爵士幾百年前將香

菸由中南美引進歐洲，一次自己在家抽

菸時，家人誤以為著火，拿起一桶水直

接澆在尼古丁爵士身上；如今，也該是

我們拿起水桶，將菸澆熄的時候，大林

慈院一定會用心並努力落實。

家醫科林名男主任針對院內推動無菸

醫院的計畫進行簡報，委員們聽過簡報

後，並給予提問和建議，例如：若新進

人員一開始就有吸菸習慣會不會錄取，

人資室房妤真主任表示，一開始面談時

就會直接告知不錄取，但若之後戒菸成

功，就可錄取。委員們也對於醫院設立

的戒菸諮詢專線服務感到興趣，林名男

主任等人表示，戒菸專線會有專任的護

理師負責，護理師們會主動追蹤個案的

戒菸情形，並負責接聽民眾的諮詢電話，

一個月約會有五、六百通的諮詢電話。

簡報過後，由家醫科林主任帶領，一

行人開始進行實地訪查，包括了掛號機、

大門商店後的花園、健康諮詢室、婦產

科空中花園以及健康步道，走完一圈，

委員們直說慈院的用心令人感動，尤其

商店後的花園還架設了假的監視錄影器

來警惕民眾，令人印象深刻，這些都是

他們可以學習、效仿的地方。

肯定宣導成績 出國比賽爭光 

訪查過後，委員們在意見交換時，

對醫院提出許多寶貴建議，國健局馮宗

蟻委員建議大廳電腦掛號機可以增加戒

菸提示訊息，翁委員則信心滿滿地說，

大林慈院很有機會代表國家參加歐洲無

菸網路聯盟的比賽，建議醫院可以開始

▌翁林仲委員 ( 右一 ) 期許大林慈院能夠得到歐

洲無菸網路聯盟的世界冠軍，為國爭光。

▌林名男主任向委員介紹掛號機登錄個人生活

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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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項資料準備，期待慈濟能為國爭

光，獲得全球金獎，並希望在嘉義縣衛

生局的協助下，將相關經驗分享給雲嘉

南地區的醫院。

對於這次的參訪行程，馮宗蟻委員

讚許醫院竭盡所能的提供戒菸資訊給民

眾，可以看出醫院長期耕耘的結果和用

心。從新版菸害防制法上路後，民眾對

菸害防制的滿意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二，

所以「做對的事，把對的事做到最好」

就如同慈濟精神。嘉南療養院沈淑華主

任則對大林濃厚的人文氣息印象深刻，

而且同仁在面對委員提問時爭相回應，

充分展現出慈濟的團體精神。

最後簡院長將大愛農場土產——芒

果和蘿蔔乾一一贈送給委員們當作結緣

品，並笑說：「這都是我們自己種的喔！

真的是健康醫院！」讓氣氛頓時輕鬆活

絡起來。（文／李珮綺；攝影／黃小娟）

臺中
七月二十六日

推動無菸全方位 

年輕醫院功力深

臺中慈院七月二十六日接受「全球

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認證」訪查。

向訪查委員說明各項努力指施的社區

健康中心陳慶元主任，也說到慈濟的

十戒中，不吸菸便是其中一項。訪查

過後，委員們一致肯定臺中慈院的戒

菸推動，而對於一間成長型的醫院，

能夠有此出色表現已是十分難得。

醫院社區並進  共創無菸環境 

衛生單位於二○○九年起，全面推

動公共場所禁菸，「全球無菸健康照

▌社區健康中心陳慶元主任向現場委員們進行簡

報，介紹臺中慈院目前在推廣無菸醫院的措施。

▌簡院長拿出大愛農場自己生產的健康作

物——芒果和蘿蔔乾與委員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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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服務網絡認證」訪查，是國民健康

局與國際接軌的健康促進計畫，臺中

慈院身為健康促進醫院，自然責無旁

貸，也希望藉著學者、專家的訪查，

促使各項無菸措施更進步。

臺中慈院目前推動「無菸醫院」措

施包括成立戒菸門診、品管圈、積極推

廣社區戒菸戒檳班，並在電梯、樓梯間

等公共區域設立警示標語，還有大廳團

體衛教，並在醫院網頁、門診表、跑馬

燈、廣播、告示牌等地方明顯標示醫院

十公尺內禁止吸菸的規定，警衛也盡一

分心力，加上志工在社區活動中邀請民

眾簽署戒菸小卡，回收數量達四萬張。

社區健康中心陳慶元主任向訪查委

員說明種種努力的足跡，他指出，慈

濟的十戒之一「不抽菸、不吸毒、不

嚼檳榔」正是本院推動無菸醫院的最

高指導原則。社區健康中心副護理長

范姜玉珍則表示，臺中慈院的特色除

了志工外，醫院營造的環境就像是個

道場，來院民眾自然而然比較願意配

合不吸菸。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副院長廖學志

擔任此次的召集委員。他嘉許臺中慈

院忙著搬家仍舊坦然面對訪查，認為

已具有明年參加國際級認證的潛力。

而慈濟十戒戒菸效果顯著，他也笑說，

該把慈濟的十戒帶回去，在天主教醫

院訂出十戒供同仁遵守。衛生署委員

代表沈淑華則肯定，臺中慈院成立四

年多，還是個成長型的醫院，能夠有

此表現十分難得。（文、攝影／梁恩

馨）

▌委員們走訪到病房區，了解是否有放置戒菸宣

導衛教單張及禁菸規範。

▌委員們開始進行資料審查，楊慧貞督導（左

站立者）替衛生署委員代表沈淑華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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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七月八日

發願募髮助癌友

愛心串聯有髮度

「媽媽，頭髮剪下來之後，除了留

作紀念以外，還能做甚麼？」因為女

兒的一句話讓黃恩倍發起了來社區募

髮的活動，七月二日在村里舉辦義剪

將眾人愛心集結起來，在七月八日上

午，臺東志工將募集的頭髮轉交給高

瑞和院長，高院長說，這些愛心將會

集結成一頂頂自然的假髮，帶給癌症

病友自信與亮麗，成為支持病友們走

過化療期間的力量，同時也是一種化

無用為大用的表現，心中除了感恩還

是感恩。

一句話啟善念 

社區募髮凝聚愛

依照習俗，達悟族女孩為了傳統的

「頭髮舞」，不會輕易剪髮，但是在

六月底，就讀臺東縣卑南鄉大南國小

三年級的黃頌緹小妹妹一句話，讓媽

媽黃恩倍想起了之前收看大愛電視臺

時，曾經看到花蓮慈濟醫院在募集頭

髮，要製作假髮提供給癌症病友的訊

息，因此開始在社區與臺東市區的髮

▌黃頌緹小妹妹（右起）、媽媽黃恩倍以及同學

在理髮前合影留念。攝影／謝漢倫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從慈濟志工蔡秀琴手中，

接過來自臺東串聯起的愛心。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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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恩倍和媽媽代表將一束束來自各地的頭髮聚集成愛心，捐贈給花蓮慈濟醫院。攝影／謝漢倫

廊募髮。她還透過網路臉書 (facebook)
發起「百人捐髮助癌友」的活動，串

聯起眾人的愛心，捐給花蓮慈濟醫院

癌症關懷之家，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

癌症病友。

當收到第一束捐贈的頭髮時，黃恩

倍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眼淚就

是停不了。」除了發起募髮活動，七

月二日下午，有了村長與髮廊業者的

支持，黃恩倍在社區裡舉辦了義剪活

動，希望帶動全社區一起來做這樣有

意義的事情，並且連絡上花蓮慈院常

住志工謝靜芝，表達要捐贈頭髮的意

願。在得知民眾如此發心後，謝靜芝

便馬上連絡臺東慈濟志工蔡秀琴就近

前往表達感恩之意。

看見一束束頭髮別在一顆超大的愛

心上面，義剪過後的捐贈儀式上，黃

恩倍與蔡秀琴都流下感動的淚水，秀

琴志工表示，原本以為就是一個袋子

裡面有很多頭髮，沒想到黃女士這麼

用心，而且有這麼多人響應。

眾人愛心集結  

助長信心抗癌

從接到黃恩倍的電話後，一直到七

月八日接到一束束愛心頭髮，對長期參

與癌症關懷工作的志工靜芝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鼓勵，因為這代表著有越來越

多的人踏上了人間菩薩道。她說：「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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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頂假髮，可是它是真正的髮絲製

作，病友們戴上去的感覺會不一樣，可

以讓他們會更有信心的接受化療，相信

所有癌症病友收到都會很開心。」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表示，對許多癌

症病友來說，化療是必經過程，但化療

造成的落髮常常讓癌症病友們覺得自

卑，而一頂動輒要價兩、三萬的假髮卻

不是每個病友能承受的負擔，因此花蓮

慈院癌症關懷之家有了假髮租借服務。

花蓮慈院癌症關懷之家同仁黃婉瑜

表示，除了黃女士送來超過六十束的頭

髮，其實還有很多外地的善心大德也透

過郵寄、宅配送來愛心，目前已經超過

一百束，平均四到五束能製作出一頂假

髮，雖然每製作一頂假髮，必需另外花

費四千五百元，但是對花蓮慈院醫護及

志工團隊來說，病友們開心的笑容卻是

無價的。（文／黃思齊）

玉里
七月二十三日

種子講師在地化  社區銀髮保安康

為了促進長者健康，慈濟技術學院

與玉里慈濟醫院合作，於七月二十一至

二十三日，在醫院七樓講堂舉辦「長者

健康促進社區部落種子講師」培訓課

程，共有三十三位學員完成訓練，未來

將深入花蓮南區的各部落及社區推廣健

康促進，讓阿公、阿嬤們的身心健康，

都能獲得最直接、有效的協助。

培育銀髮健康好幫手

扎實訓練面面俱到 

你有注意過自己的腦齡是否和實際

年齡相符呢？三天在醫院七樓講堂舉辦

▌沒有年齡限制，原住民終

生學習協會的學員們也一同

加入種子講師的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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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者健康促進社區部落

種子講師」培訓課程，活動

中特地安排了腦力測驗的活

動，透過時下流行的電子遊

戲，讓學員們體認身心健康

的重要性。

玉里慈濟醫院院長張玉麟

表示：「玉里鎮的老年人口

比例高達百分之十七點四，

為了照顧鄉親們的健康，玉

里慈院相當重視長者們的健

康促進，除了在社區內服務

長輩外，日前更完成國民健

康局高齡友善醫院訪查，是

首批認證通過的醫院。另外，為了讓健

康促進的種子能在社區發芽深耕，期望

透過研習活動與實際操作，能造福更多

偏遠部落、社區的阿公阿嬤們。」

負責課程設計規劃的慈濟技術學院

蔡娟秀副教授說：「在花蓮縣衛生局的

積極推動下，目前全縣各鄉鎮正在積極

推廣長者健康促進活動，此次研習課程

內容包含了慢性病管理、老人心理溝通

與支持、跌倒預防、活動設計與規劃等

十三堂課，透過不同面項的知能與技巧

學習，讓學員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成

為促進長者健康的社區種子講師。」

經過為期三天的訓練，共有來自花

蓮縣南區各機關社團的三十三位學員完

訓，未來也將返回社區內，進行至少四

小時的教學實習，讓每一位種子講師都

能實際參與長者服務，為社區長輩們提

供最直接的幫助。( 文、攝影／陳世淵 )

▌張玉麟歡迎各部落社區學員，一起推廣長者

健康促進工作。

▌蔡娟秀副教授 ( 右二 ) 傳授學員們活動的帶領技巧。

▌十三種不同面向的課程內容，讓學員們收穫

滿滿回到社區更可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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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八月九日

人醫良醫下鄉服務  

關山慈院中醫開診

關山地區人口數雖然只有一萬人左

右，但中醫診所卻只有一間，在民眾的

建議下，關山慈院和花蓮慈院多方的討

論後，原在北市聯合醫院服務、本身也

是慈濟人醫會成員的沈邑穎中醫師，主

動聯繫希望有機會能到偏遠地區提供醫

療服務，讓關山慈院順利開辦了週一到

週五的中醫門診。八月一日中醫科門診

正式上路，提供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

多樣化的服務項目，人醫進駐，花蓮慈

院的中醫師也下鄉支援，讓偏遠民眾不

需再長途跋涉就醫，感動滿分。

因應當地需求  規劃完善空間

關山慈濟醫院自二○○○年啟業後，

所提供之醫療服務獲得民眾好評，民眾

可就近在院內分別接受各科門診，減少

舟車勞頓之苦，西醫各科由花蓮慈院支

援總計約十六個次專科，關山地區人口

總數約一萬人，但大關山地區僅一家中

醫診所，部份民眾建議可增設中醫門診

服務。

因考量到民眾需求，經關山慈濟醫院

管理室及藥劑股與花蓮慈濟醫院中醫科

協商，中醫科柯建新主任表示全力配合，

自二月起即開始規劃中醫科建置，提供

中醫科相關服務及針傷治療，擴大服務

範疇，減少民眾的負擔。

規劃階段因空間問題，包括中藥局如

何擴充、中醫診間如何增加、配置等，

要在小小的院區建置五臟俱全的醫療服

務空間著實不易，經院務會議中多次協

調，最後在院長指示下完成。

▌關山慈院婦產科原本的門診空間改置成中醫

治療場所，提供民眾接受針灸等治療。

▌主動應徵關山慈院專任中醫師的沈邑穎醫師是

慈濟人醫會成員，她自願下鄉，為偏遠地區中醫

服務注入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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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群進駐 全人多元服務

服務於北市聯合醫院的沈邑穎中醫師，

本身就是臺灣北區慈濟人醫會成員，經

常自費自假隨人醫會到各地甚至大陸義

診，在臺灣中醫界也是以醫術精湛、為

人謙恭又教學生動知名。得知關山慈院

將開辦中醫服務，她主動聯繫院方，希

望有機會能到偏遠地區提供醫療服務。

在沈醫師的發心下，關山慈院有了中醫

科專科醫師，花蓮慈院中醫科柯建新主

任親自帶著林郁甯、許睿杰、吳欣潔醫

師固定前去支援。關山慈濟醫院於八月

一日中醫科正式開診，門診時間是週一

至週五，上午及下午門診時段。柯建新

主任表示，因為在花蓮常常會遇到來自

南區的病患，看到病患長途跋涉花了大

量的時間和金錢來求診，心中非常不忍，

目前中醫人力足夠，所以一直計畫在關

山慈院和玉里慈院也能開診，服務偏遠

病患。沈醫師視病如親又是大師級人物，

願意從臺北主動到偏遠的關山服務，擔

任關山中醫科主任，真的讓人很感動，

病患又驚又喜，一開診就爆滿。柯主任

希望將來也能協助玉里慈院成立中醫。

關山慈院中醫科是由一群醫護人員，

以在地的生活、在地的眼光，掌握花東

鄉親的醫療需求，發展出具有本地特色

的中醫診斷與治療系統，並善用當地青

草藥及天然資源，以「全人照護」的理

念照顧居民的身心健康。

中醫科醫療服務項目包括中藥內服

藥，針法，灸法，拔罐，放血，電針機，

外用藥等等。中醫科醫療服務專長包括：

頭面五官科、過敏性體質及婦科、兒科

體質調理、呼吸、腸胃肝膽、泌尿系統、

皮膚科以及中西醫會診、各項內科與骨

科手術前後調理，照護中風及脊髓損傷

等神經系統；各項筋骨酸痛，骨關節退

化性疾患等，希望提供需要中醫藥調養

的民眾服務與選擇。（文／黃坤峰、吳

宛霖；攝影／林碧麗）

▌原先就在關山慈院服務的西醫藥師章煌昇，

為了服務病患加修了中醫藥師學分，現在也能

一併調配中藥。

▌每週都有從花蓮慈院的中醫師到關山支援看

診，圖中看診者為許睿杰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