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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重返慈濟發源地
回到心靈的故鄉

三月八日下午慈濟醫學年會「特色醫

療專題演講暨護理百年好合」活動在慈

大和敬樓一樓 B101講堂舉行，全臺北
中南東慈濟院區的白衣大士們與慈濟大

學護理學院師生共約一百七十五位齊聚

一堂，交流學習。此次有別過往以競賽

的方式進行，改為各院針對臨床照護需

求的改善專案進行主題式座談分享，並

由各院護理主管擔任座長，協助引言、

回饋及臺上臺下 Q&A的引導互動。慈
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慈濟醫療法人林

俊龍執行長、大林慈院賴寧生院長致詞

勉勵；台北慈院副院長暨慈濟醫療志業

楊緒棣資訊長、斗六慈院簡瑞騰院長、

台中慈院莊淑婷副院長等院部主管也專

程到場祝福。

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致詞

提及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啟業初期，醫護

人員非常的缺乏，第三年開始從臺大醫

院來了十三位主治醫師奠定醫療志業基

礎。上人以前瞻性的睿智讓大家去創造

完整的醫療與教育體系。三十七年前所

創的《慈濟醫學雜誌》，已成為國際認

證的醫學期刊。慈濟醫學年會從今年起

都會在花蓮舉辦，讓教育與醫療的體系

結合，並期許所有護理師追隨上人所給

專案改善精進
護理百年好合
文／許麗珠、吳玉對、洪靜茹　攝影／蘇峻民

「2025 年特色醫療專題演講暨護理百年好合」專題分享，三月八日午後於慈濟大學和敬樓一樓

B101 講堂舉辦，全臺慈濟院區的護理同仁及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師生齊聚分享交流。



人醫心傳2025.439

的方向「志為護理」，團結向前行。

慈濟醫療法人執行長林俊龍談到「護

理百年好合」的團聚時光，每次活動真

是又好又合，從二○一一年沿續至今，

比慈濟醫學年會由二○一七年開始舉辦

還要早，林執行長表示，「不只是薪水

與福利的照顧，提升護理工作環境效能

與氛圍也是醫院一直努力的方向，做法

上包含升級電腦設備系統，讓發藥降低

錯誤；發展 APP讓護理交班快速完成
等。」期許白衣大士們，善用專業幫助

病人，從服務中獲得喜悅，催生「永續」

發展的能量循環，在世界立足，成為護

理典範。

大林慈濟醫院院長賴寧生勉勵慈濟

護理師們，上人肯定醫療團隊為病人解

除病苦的功勞大，大家有幸身處在有信

仰、有理想、有目標的醫療環境裡，持

續琢磨 AI、智慧醫療，及醫護人員信念
中具有的核心能力，期許不只要做到自

我能力的提升，更要將助人工作的價值

感與成就感，注入護理職涯中。

精實管理　塑造更好職場

此次活動由大林慈院鄒季蓉督導、林

劉文斌副護理長共同主持。主題由各院

提出臨床照護需求改善相關的主題性特

色方案，進行分享交流。

大林慈院蔡詠媛護理長、丁俊峰護理

師帶來「職場環境大升級，成功步步向

前行」，說明如何以精實手法改善骨科

病房的工作流程和環境，以提升效率和

照護品質。座長台中慈院護理部李玉茹

主任引言提起有時聽到一些血汗護理的

大林慈院護理長蔡詠媛（左二）與丁俊峰護理師分享（左一）探討以精實手法改善骨科病房的工作流

程和環境。圖為 Q&A 時間，大林慈院護理部陳靜享副主任（中）補充說明執行上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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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重返慈濟發源地
回到心靈的故鄉

新聞報導不免心情動盪，但秉持「堅定

信念，守住初心」，相信大家還是可以

在護理領域，發揮更多的良能，塑造更

好的職場。後續的討論中，探討了如何

在其他單位推廣這些成功的做法，臺上

臺下互動熱絡。蔡詠媛護理長也分享改

革初期遇到的阻力，以及一步步帶動同

仁跟進參與的過程，強調了堅持和以病

人為中心的重要性。

發展實證護理

臨床照護有憑有據

第二場座長台北慈院護理部吳秋鳳主

任簡要引言，說明實證護理是提升護理

品質與提供病人安全的重要基礎，便交

棒給花蓮慈院護理部督導同時也是慈濟

大學護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戴佳惠，以

「實證發展與照護特色」為題，談實證

護理文化的建構、推動歷程與成果。花

蓮慈院推動實證照護實務已經十八年，

透過培訓實證師資與轉訓、在職教育及

實證競賽、護理照護新知分享、建立實

證護理網頁及結合護理進階制度等方式

推展實證。

「實證照護，除了給最佳的證據之

外，還有臨床照顧的經驗，以及病人的

期待、在臨床的需求等，據以調整給病

人的照顧品質。」意謂著在護理工作中

要透過發現與不斷驗證，才能解決護理

臨床照顧的問題，達到護理價值。戴佳

惠也說，初期比較困難的是師資，一邊

摸索一邊做。第二屆開始邀內外婦兒及

重症、精神科的同仁一起上課、訓練，

取得師資，回單位去做推廣。雖然論文

很難讀，文獻不好找，推廣過程中也會

遇到很多的障礙，但是團隊一起克服，

一步一腳印踏實前進。

AI智慧科技　護理人工作更 easy

台北慈院李安亭副護理長以「智慧科

技在護理管理上的運用」，分享內科加

護病房從紙本與人工作業走向智能化管

花蓮慈院護理部督導暨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戴佳惠，分享「實證護理文化的建構

與推動的成果」。

台北慈院副護理長李安亭暢談「智慧科技在護

理管理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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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優化實踐。

台北慈院副院長暨慈濟醫療志業資

訊長楊緒棣醫師分享，醫院於二○一七

年成立醫療資訊團隊，醫療資訊系統要

做到融合比較困難，而院內的第一個成

就在於護理部。「因為每一位護理師很

愛病人，都想把病人照顧得更好。」楊

副院長表示，從台北慈院到台中慈院當

成是第一次的跨院融合，今年要到大林

慈院第二次的跨院融合，每一次的融合

中，各院的優點都會進來，將來到花蓮

也一樣。他也期許融合的過程會讓慈濟

醫療變得是臺灣最棒的醫院。

台中慈院張佩樺副護理長、陳湘菱護

理師帶來「護理人員的新法寶∼ AI助
手」，透過導入 AI工具的應用，形塑
出隨身「護理祕書」多功能好幫手，讓

照護工作更加得心應手。

志為護理　專業與人文並重

下半場先由慈濟大學謢理學院張紀

萍副院長以「開創慈濟護理新時代 從
挑戰中看見機遇」為題，從慈濟護理的

發展歷程、慈濟護理教育特色，再進入

合校之後四系合一的發展規畫，感恩過
台中慈院護理部副護理長張佩樺（右）與陳湘

菱護理師分享「護理人員的新法寶～ AI 助手」。

慈濟大學護理學院副院長張紀萍從「志為護理–

慈濟護理發展歷程」，談合校後的現況，以及

未來的發展方向。

台北慈院副院長暨慈濟醫療志業資訊長楊緒棣

醫師到場致意，分享對醫療系統資訊化整合的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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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重返慈濟發源地
回到心靈的故鄉

去，把握當下，展望未來。一九六六年

上人創慈濟克難功德會，一九八九年創

辦佛教慈濟護理專科學校，為慈濟護理

教育之始。上人創辦慈濟護專的理念，

乃為花東地區早期醫療資源缺乏、護理

人力不足，並以提升東部地區護理教育

品質，希望培育具有慈悲胸懷的優秀護

理人員，照顧東部地區原住民少女就學

與就業問題；三十五年來培育了兩萬餘

名護理畢業生，是臺灣後山的健康守護

者。

再述及二○二四年八月兩校合併後

護理學系的整合，強調學院在專業與人

文上，以品格與知識為基礎，以人文與

服務為實踐；由導師、慈懿會、諮商中

心三軌的關懷與團隊合作上的教育特

色，強化課程教學與臨床實務連結。此

外，張副院長也說明了護理學院現有的

學制、學生人數，以及未來在課程和招

生上的規畫，例如重啟護理科五專建教

合作、二年制進修學制、設立在職專班

等，旨在培育符合社會需求的護理人

才。

超音波導引　降低穿刺失敗

斗六慈院血液透析室張雅萍護理長

藉由「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血液透析

動靜脈廔管穿刺失敗率」，分享如何帶

動同仁將超音波導引的技術運用在動靜

脈瘻管穿刺的病人身上，降低失敗率，

讓病人免於反覆穿刺失敗之苦，展現在

血液透析照護及品質管理上的追求與堅

台中慈院莊淑婷副院長（前排右二）專注聆聽同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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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雅萍阿長導入超音波技術的動機，

源自於臨床上常見病人因血管解剖結構

變異、技術問題等導致穿刺困難。例如

血管彎曲、不明顯、缺乏彈性、被肌肉

或脂肪擠壓，以及血管分叉等問題，使

得盲刺更加困難。希望提供護理人員在

困難穿刺時的輔助工具，以減少病人每

年平均高達三百一十二次的扎針次數。

藉由多管齊下的策略，有效克服護理師

在導入超音波穿刺技術時可能遇到的障

礙，最終提升血液透析血管通路穿刺的

成功率和病人照護品質。

守護偏鄉　用心做就對了

玉里慈院林宛萱護理師帶來「血液透

析中運動推動療效」，說明透析照護團

隊巧思設計有趣的衛教和集點卡活動，

推廣洗腎更要運動的觀念。關山慈院張

秋燕護理長以「社區及偏鄉巡迴醫療」

為題，在有限的人力和資源下，落實海

端鄉 IDS計畫、急診室緊急醫療計畫、

社區型計畫等多元服務計畫，呈現守護

偏遠地區鄉親的用心。

醫學年會學員花蓮慈院陳建皓護理長

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花蓮慈院，至今已近

十七年左右。他說在座談中聆聽到各院

區在單位管理和在照顧病人上不斷提升

品質的行動力，帶來許多收穫和靈感，

希望未來可以應用在工作上。陳建皓思

及，科技進步，AI的發展，從中深刻體
會到必須要去學會應用這些工具才能進

步，經由團隊相互交流多元的思維和觀

點，更能激發新的創意和改變。

斗六慈院血液透析室張雅萍護理長藉由「運用

團隊資源管理降低血液透析動靜脈廔管穿刺失

敗率」，分享如何帶動同仁學會運用超音波導

引的技術，讓病人免於反覆穿刺失敗之苦。

玉里慈院護理師林宛萱分享「血液透析中運動

推動療效的成果」。

關山慈院護理部護理長張秋燕以「社區及偏鄉

巡迴醫療」，細說團隊透過多元服務計畫守護

偏遠地區鄉親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