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2021.1132

療身也療心

關山慈濟醫院開辦「臺東仁愛之家特別門診」

即將邁入一周年，在與疫情持續抗戰的期間，因

為有醫療團隊的進駐，讓住民免於承擔出外就醫

染疫的風險。今年五月本土疫情進入高峰期，為

配合防疫政策，安養機構的復健醫療只能先暫停。

八月中旬疫情趨緩，花蓮慈院楊士賢醫師與關山

慈院物理治療師重返仁愛之家，發現因復健治療

的中斷，使許多病人的肢體與認知功能都有明顯

退化，也因為感受到這樣的差異，讓團隊相當感

恩院方為這些亟需復健資源的病人恢復合作，把

握時間讓住民重新建立復健習慣，停止機能惡化。

文、攝影／陳慧芳

疫情緩
恢復復健

關山慈濟醫院
復健團隊重返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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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十月，關山慈院開辦臺東

仁愛之家特別門診，自此住民的健康由

關山與花蓮慈院共同照護。醫療團隊進

駐即將滿一年，提供過家醫科、神經外

科、復健科及身心醫學科別服務，其中

人氣最旺的屬楊士賢醫師與三位物理治

療師邁達爾、潘建志、林正男組成的復

健團隊，因為復健人次「供不應求」，

門診開辦不久，物理治療次數就從每週

兩次調整至三次，每一時段的復健人次

約二十五至三十人不等。 

三月不復健　功能明顯退化

今年五月本土疫情爆發，仁愛之家的

物理治療因而停擺兩個半月，直至八月

疫情趨緩，復健器材才重新啟用。「這

次回來病人變化很大，本來還可以稍微

站的現在都不會站了，有的病人甚至不

記得我是誰了。」對比兩個月前病人的

活動力與認知功能，讓三位物理治療師

很有感，也體會「復健」對這裡的住民

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六十六歲的謝先生，剛中風就被家人

送進臺東仁愛之家，幸好有關山慈院駐

點在內，積極安排復健課程，讓病人在

急性期內得到完善的訓練治療，短時間

就能夠靠著輔具緩慢行走。謝先生說，

「這裡的醫生和老師 (物理治療師 )都
很照顧我，不然我剛來這裡的時候，是

沒有辦法走路的。」

「謝先生是腦中風合併右側肢體偏

癱的患者，今年一月中旬開始安排物理

治療，當時右側肌力大約是三分左右，

運動功能方面站立需要中等程度的協

花蓮慈濟醫院復健醫學部楊士賢醫師（右二）帶領關山慈院物理治療師走進臺東仁愛之家，不僅為行

動不便的住民減輕舟車勞頓的苦痛，在復健團隊的用心診治下住民的病情也有所改善。攝影／潘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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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過這幾個月的物理治療之後，目

前只需要一點協助就可以在平行桿內行

走。」楊士賢醫師說，急性期的治療著

重於姿勢擺位及關節的被動活動，以預

防併發症產生及維持關節活動度，另外

床邊活動、早期步態訓練、日常生活活

動訓練、吞嚥訓練這些訓練也都是可以

在急性期進行。

呂阿姨因腦中風右側肢體無力與右

肩疼痛，同樣在楊士賢醫師的評估下，

去年十月開始接受物理治療。「當時病

人的狀況是站立需要中等程度的協助，

行動也需要依賴輪椅。經過幾個月的物

理治療，進行肌力訓練，目前患者的運

動功能進步許多；右肩疼痛的情況經干

擾波治療後，疼痛情況也有所改善。」

楊醫師進一步說明，個案中風已長達多

年，治療的方向屬亞急性及慢性期治

療，在物理治療方面會加強平衡、肌

力、姿態、行走、耐力等訓練，視情況

給予輔具及支架，以期達到行動自如之

目標。

呂阿姨是很認真復健的病人，除了

平時在機構會自行利用防跌扶手走動復

健，每次的物理治療也總是堅持做到最

後一刻才肯離開。九月三日下午，阿姨

一如往常準時報到治療，只是在整個復

健過程看起來灰心喪氣，除了專注使力

在復健積木上，不見她與其他住民互

動。直至同仁開口鼓勵關心，阿姨才低

頭長嘆：「我十年前就中風了，不想連

累先生，乾脆叫他把我送來這裡。」

阿姨接著說，自己有兩個小孩，一

個不太聽話，為人母親的自己生病無力

管教，這些事情讓她很不快樂，笑不出

來！她還說，前幾天看到大愛臺的一部

戲，劇名不記得了，但看到劇情家庭和

樂的樣子覺得很羨慕。「你拍我，電視

會播出來嗎？」阿姨希望可以讓小孩聽

到自己的心聲。經過一番安撫，鼓勵阿

謝先生在中風急性期內被送進仁愛之家，因為有

復健團隊的幫助，已經能夠靠著輔具緩慢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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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先從對著鏡頭開口笑做起，因為經常

笑才會有好心情。阿姨也點頭答應，下

次見面會讓同仁看到狀態更好的自己。

復健用愛陪伴��聊心可療心

「這裡的病人行動能力和意識狀態

比較差，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維持跟訓

練，讓他們不至於都沒有機會活動，就

算只是來走一兩趟也有訓練的效果。包

括對話也是一種訓練，如果病人溝通能

力下降，意識狀態愈來愈差，最後就什

麼都不動了。」林正男說，通常到醫院

復健的病人意識清晰，而且會有家屬陪

同，所以在課程規畫上會傾向「加強」；

而在仁愛之家就是儘量讓病人能夠「維

持穩定」。

「我都會詢問病人的過去，他們就

算講的都是一樣的事情，我們還是會

聽，因為他們至少願意講，表示有在思

考。」邁達爾說，有些病人的意識混亂

會跳躍式回答，比如「你家住哪裡？」

的話題早就結束了，病人又會突然回答

這個問題，但也不要緊，等於也在練習

他們的長期記憶。話鋒一轉，「正男，

你記得某某某住哪裡嗎？」邁達爾馬上

出題考試。「他是雲林人，然後去臺北

工作，後來又到臺東⋯⋯」物理治療師

對病人的用心可見一斑，但林正男很謙

虛：「我每個星期都當作是去陪老人家

聊天啊！」

「因為安全性的問題，如果沒有我們

課程陪伴，病人就不能使用器材了。不

過仁愛之家也會安排課程，像是開放大

家一起看電視，但我觀察過他們都很安

靜沒有互動，不然就只會聽到幾個老人

家在自言自語。」邁達爾回應林正男，

「情緒很重要，來復健的病人來自不同

樓層，平常碰不到面；復健的場域可以

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不一樣的朋友，甚至

是一個能夠放鬆心情的聊天室。」

然而，物理治療師不僅扮演輔導復健

的角色，也經常藉由傾聽讓病人有抒發

情緒的管道。住在蘭嶼的施先生同樣是

中風，當天特別央求物理治療師讓他多

練習幾次站立的動作。「我想趕快讓自

己可以走路，才能早點回家看媽媽。」

才開口提到家人，施先生馬上就哽咽紅

呂阿姨每天都不快樂，經由團隊陪伴，答應先

從對著鏡頭開口笑做起，也答應下次見面會讓

同仁看到狀態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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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眼眶。林正男當下沒有多做安慰，繼

續聽他說著想家的心情，並且拿了張椅

子坐在身旁，協助完成加強腿部的伸直

訓練，也算是陪伴他圓早日返家團聚的

心願。

團隊互相感恩

更感恩病人願努力

看見病人的進步，從只能臥床或坐

輪椅到能夠恢復行走，甚至恢復日常生

活功能，楊士賢醫師感恩大家發揮專業

互相合作，才能使病人有這樣的治療成

效。「尤其在疫情期間，很多病人到醫

院多少會有顧慮，我們能夠來這裡讓住

民不必舟車勞頓，又能減少到醫院感染

的機會，讓他們在熟悉的環境下就能獲

得很好的醫療照顧，兩全其美！」楊醫

師說，很幸運有機會到仁愛之家服務，

把自己一點點的所長，貢獻給有需要的

病人，但病人有進步不是只有團隊的功

勞，因為還是得靠病人自身努力復健，

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少！此外，楊醫師也

提及因人力有限，機構還有一些躺床的

病人沒有能力照顧到，因此現階段只能

先服務還能行動的病人，未來若有機會

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住民。

邁達爾說，從花蓮市到臺東仁愛之家

來回總共距離三百公里，自仁愛之家復

健業務支援啟動後，楊醫師每週使命必

達前來服務。除了每週在關山慈院開立

兩個門診，在花蓮慈院還負責教學及夜

診，但楊醫師總是不辭辛勞的奔波往返

花蓮、關山及臺東。在支援門診開辦初

期，楊醫師還搭乘最早的火車班次，一

早六點多從花蓮出發前往仁愛之家，中

午看完診又風塵僕僕搭火車趕回花蓮準

備下午的工作。

每每在臨床業務或專業評估遇到疑

問時，楊醫師總是細心與治療師溝通解

說，並且在交換專業意見後，給予患者

最適當的治療。仁愛之家復健環境及儀

器器材有限，但在有限資源下，楊醫師

總是能夠為住民提供最專業的看診品質

及診斷治療，設身處地為住民著想，以

利維持或增進病人最大活動及自主能

力。

「楊醫師在復健專業領域貢獻二十

年，是我見過最謙遜、謙讓的醫師，總
物理治療師不僅扮演輔導復健的角色，也願傾

聽讓病人有抒發情緒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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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病人或家屬讚美他時，將功勞歸功

於團隊。」邁達爾說，楊醫師作為前輩

從不吝嗇給予臨床指導及建議，作為醫

師總是為病人及治療師瞻前顧後，只為

求最適合的治療及確保醫療品質。病人

常常在治療時會提及楊醫師看診時的細

心，以及讚許專業的評估和對病人的尊

重。能夠身為關山慈濟醫院復健科團隊

的一員，非常慶幸及榮幸能有楊醫師的

帶領，往後也希望復健團隊能繼續盡微

薄之力，實現慈濟醫療的任務，守護生

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關山慈濟醫院三位物理治療師每週輪流至仁愛之家支援復健治療，左起：邁達爾、林正男、潘建志。

復健場域也是住民交朋友的地方，有朋友相約

復健，成效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