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　新北市
到宅施醫藥
守護長者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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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東北季風再度南下，

氣溫偏涼。早上七點，平溪老街偶見稀

稀落落走動的鄉親，觀光客自然還未抵

達。然而，區民活動中心裡，穿著藍天

白雲的慈濟志工與白袍的醫師以及護理

人員，已經很有默契地開始為即將進行

的義診活動井然有序的工作著。排桌椅、

貼標示、搬藥品、擺器具、架影音⋯⋯

還有很重要的量體溫和實名制簽到。

今年受疫情影響，原本兩個月舉行一

次的例行義診與往診服務，延至四月才

舉辦。北區慈濟人醫會的醫護和志工共

一百六十位，分十條路線，謹遵大會規

定，保持社交距離、全程佩戴口罩，謹

慎小心配合防疫，期盼能帶給長者和家

屬最完善的照顧與關懷。

關懷訪視　導入病人自主觀念

長照記憶居家關懷線，由臺北慈院身

心科李嘉富醫師帶隊，放射腫瘤科常佑

康醫師、護理師陳嘉琦，連同個管師、

研究助理、職能治療師和慈濟志工，還

有東山高中師生志工等一行人，驅車走

訪關懷長者，常醫師還肩負宣導「病人

四月十八日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新北市平溪區舉辦義診及居家往診活

動，為偏遠地區鄉親提供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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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利法」重要任務。

首先來到陳大哥的家。他身體狀況

尚好，但居住的地方，屋頂門窗破舊不

堪，除了會漏水，有時還有蛇入侵，李

醫師表示會向基金會呈報，協助盡速幫

忙修繕，讓他住得安心。

接著來探望胡阿嬤。「阿嬤血壓很高

呢！」「阿嬤是看到大家太高興了！血

壓才會飆高的！」護理師陳嘉琦很有智

慧的解讀，逗得大家呵呵笑。稍後再量

一次，果然正常了，胡阿嬤也放心跟著

李醫師話家常、聊身體狀況，還滿臉笑

容地感謝醫師和志工，把她照顧得那麼

好。

一行人接著探訪失智的陳阿嬤。護

理師引導梁珈苓和劉貞鈺兩位學生志工

陪著老人家做手部運動驅寒，只見陳阿

嬤臉部僵硬的線條，慢慢變得柔和了，

還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當大家要離開

時，甚至開口叮嚀大家「愛呷飯！」（閩

南語，要吃飯），令人倍覺窩心！

團隊走在鄉間小路上，走著，走著，

遠遠看到一幅溫馨的畫面，許阿嬤坐在

門口晒太陽，身邊的兒子陪著她，母子

倆一起等待大家的到來，李醫師趨前關

懷相談，兩位學生志工經過多次的學

習，也主動握著阿嬤的手，一邊聊天一

邊幫忙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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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慈院李嘉富醫師（後排右三）、常佑康醫師（後排左一）往診關懷，

胡阿嬤與家人滿臉笑容感謝醫師和志工的照顧。攝影／余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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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腫科常佑康醫師極力推動「病人

自主權利法」，今天在出發往診之前，

特別安排講座，向人醫夥伴說明內容含

義，隨後在探訪長者的過程中，只要有

家屬在旁，也會主動適時宣導。

 常醫師說，去年臺北慈院已有九百
多人簽署同意書，但是與平溪衛生所合

作的部分，卻只有兩位長者諮商，一位

簽署了同意書。他認為或許是因為不夠

了解在地風俗民情所造成的落差。透過

今日往診與長者互動的過程，他發現多

數長者都已經想過這個問題，家屬也有

一些相關經驗或認知，其實都可以接

受，自費諮商也不是問題。「傳統觀念

對談論死亡議題有所禁忌或迷思，藉由

我們的專業和宣導，創造兩代之間的溝

通，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常醫師進一

步說明，團隊未來會與平溪區的長者和

家屬「搏感情」，當面互動溝通，並結

合里長和志工的力量，將觀念想法散播

出去，讓「病人自主權利法」深植在每

個人心中。

整合用藥　相伴如家人

另一條往診路線由臺北慈院徐榮源副

院長和北區慈濟人醫會卓資彬中醫師帶

隊，前往北嶺腳一帶關懷長者。

嶺腳，一個適合慢遊的小村落，車

行過平溪，再繼續沿著一○六縣道，不

到十分鐘就可以到達寧靜聚落。群山環

繞，流淌的是基隆河上游的清澈溪水，

居住的則多是年事已高的長者。

要進入長者家前，徐副院長和卓醫

師先與隨隊成員們簡要說明長者概況與

互動要領。根據卓醫師多年來觀察的經

驗，長者生病了，如果有家人關懷，恢

復改善會比較理想；如果缺少關懷，病

情經常急轉直下。像今天第一位要關懷

的李阿嬤很有福氣，女兒很孝順每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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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慈濟人醫會卓資彬中醫師（左）與臺北慈院

徐榮源副院長（右）帶隊北嶺腳往診關懷路線，

圖為兩人為李阿嬤問診。

高鶯鶯藥師向家屬提醒用藥注意事項，並介紹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好處。



全球
 人醫紀要

Tzu Chi Worldwide 
      Medical Missions

來探望，高齡九十歲的她參加區公所的

樂齡學堂，跟著動健康，「生活有目

標，學習才藝、做手工，對老人家很有

幫助。」

為李阿嬤量好血壓後，兩位大醫王仔

細詢問老人家的健康情況並提醒應注意

事項。因服用的藥物有多種，高鶯鶯藥

師請阿嬤的女兒取出來，請醫師檢視並

跟她討論如何整合，以減少日後就診時

可能重複開藥的情況。

「哇！很像皇后，很漂亮喔！這貓咪

做這麼美，不簡單！」卓資彬醫師幫阿

嬤戴上她在樂齡學堂的作品，讚美她。

因阿嬤有咳嗽情形，卓醫師開了治咳去

痰消炎的中藥處方，稍晚請志工再送來

家中給她。

行行復行行，有些鄉親的家，沒有人

帶路，還真是不容易到達。「我們第一

次來，找了半小時才找到。」引路的志

工彭桂蘭如是說著，「我們要訪視的蔡

媽媽去年往生了，她的兒子小蔡過去有

酗酒習慣，身體不好，所以我們接續關

懷他。」彭桂蘭感嘆長者的凋零，這一

線的長者少了好幾位。

「等一下他來，多教他幾招。」小

蔡先生的大哥退休了，剛好回來當「假

日農夫」，聽到徐榮源副院長是肝膽腸

胃科的主治醫師，愛弟心切的他，請徐

副為弟弟的身體多做些提醒。看著走路

搖搖晃晃的小蔡，徐副院長針對他的作

息、用藥給予衛教。得知小蔡助眠藥用

完了，就靠喝酒來幫助入睡，徐副勸他：

兩位醫師悉心引導阿利阿公及家屬如何練習腳部的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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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一定要戒，還要花時間運動，不運

動肌肉軟會肌無力。運動其實很簡單，

從墊腳尖做起⋯⋯⋯」一邊說明兼示範

並鼓勵他鍛鍊身體，也建議他或許可以

試著到衛生所當志工，為有需要的年長

者服務。

轉回嶺腳老街上，還有三位長者要探

視。「上次見面覺得老先生還很 OK，
這次來覺得差很多，以前跟他打招呼還

會講很多話。」卓資彬醫師慨嘆著。高

齡九十歲的阿利阿公過年前曾中風，最

近又因肺部問題住院，神色不若往常健

朗。卓醫師教他抬腳動作，加強肌肉訓

練，才能多走動。

「血壓一百七十九／七十，心跳

七十七。阿嬤，血壓要注意喔！有吃高

血壓的藥嗎？」聽完徐于捷護理師報出

來的數字，卓醫師關心地問阿玉阿嬤。

數月未見，老人家有些埋怨，「我就相

信你，不知要去哪裡找你！」卓醫師

聞言好生安撫：「我會來找阿嬤您。」

阿玉阿嬤回說：「等你來看我，我都死

了！」眾人莞爾，連忙寬慰，問答裡流

露醫病間的信任與情感連結。

促進長者健康步步踏實

「很高興有這種諮詢，這裡都是高齡

的人，晚輩遇到了，常常不知道如何處

理，子女意見多，引發爭議！長輩自己

做主，表達個人身後事的意願，晚輩就

沒有爭議。我願意盡我的力量，幫忙鄉

里的長者。」兩年多來返家陪伴母親的

林大哥，在聽過醫師說明病人自主權利

法後如此表示。村落裡，老人家的子女

為了生活大多在外打拚，熱心的他，被

推選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很願意多

為長者服務，照顧左鄰右舍。他很高興

慈濟前來協助，促助長者的健康，對地

方的貢獻很大。

林大哥的媽媽已經八十三歲了，說

起話來嘴笑眼笑，微寒的天氣只穿了一

件短袖上衣。卓醫師叮囑：「高血壓情

況的發生跟天氣有關，要穿暖和一點，

脖子也要戴上圍巾。林媽媽的運動量不

夠，要多走路，循環才會比較好。不要

吃冰涼食物和瓜類，可以去樂齡學堂參

加長照活動，跟大家一起運動。」殷殷

關懷之情，溢於言表。「我們會再來看

您。」團隊與長者互約下一次的相會，

期盼疫情早日消弭，讓義診能夠順利

辦理，老人家們也都能健健康康「呷

百二」，與大家結不散的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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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醫師感恩能與人醫團隊一起服務鄉親，祝福

老人家們都能健健康康「呷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