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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捐款金額
九昱基金會 500000 
顏慧芬 500000 
楊秋樺 100000 
陳正達 60000 
光耀網路 50000 
凌憬峰 30000 
羅亦萱 30000 
林明慧 24000 
陳明煌 21000 
陳昭源 20000 
陳昭運 20000 
無名氏 20000 
莊美雪 18000 
柯一正 15000 
王福蘭 10000 
何劉秀鳳 10000 
林維明 10000 
林曉曼 10000 
凌冬生 10000 
徐昌鏡 10000 
張玲玲 10000 
許淑惠 10000 
陳金湖 10000 
陳雪娥 10000 
無名氏 10000 
黃金英 10000 
劉陳日春 10000 
歐陽貞穎 10000 
鄭黃玉雀 10000 
邱美慧 9000 
洪錦燕 9000 
蔡宛虔 9000 
無名氏 7000 
任介卿 6000 
李　發 6000 
柳若諭 6000 
洪正修 6000 
孫王清妹 6000 
郭林美玉 6000 
陳和宇 6000 
陳昭仁 6000 
曾麗容 6000 
黃瑞娟 6000 
賴靜娟 6000 
蘇逸玲 6000 

劉祈福 5500 
丁昱文 5000 
尹怡君 5000 
王秀暖 5000 
王秋燕 5000 
李良果 5000 
林張有 5000 
孫蘇民 5000 
曹瑞凌 5000 
許心浚等 2人 5000 
彭若涵 5000 
謝陳玉英 5000 
李佳香 4500 
瞿李仙梅 4500 
洪夷貞 4000 
高廖百合 4000 
曾麗蓉 4000 
覃　義 4000 
蒙燕愛 4000 
周盈君 3600 
黃朗玲等 6人 3600 
潘黃彩 3600 
林暄貽 3500 
陳龍雄 3500 
王林峰子 3000 
王道慈闔家 3000 
何柔嫻 3000 
呂雲卿 3000 
李　崇 3000 
李明原 3000 
李發軍 3000 
李塏媗 3000 
李錦全 3000 
沈家潔 3000 
林冠均 3000 
林悅貞 3000 
林靖華 3000 
林嘉祥 3000 
林錦綾 3000 
徐開懋 3000 
高仁和 3000 
張丰毓 3000 
張紹程 3000 
張謝桂英 3000 
許水城 3000 
郭莉莉 3000 

陳王雅津 3000 
陳正峰等 2人 3000 
陳妍柔 3000 
陳秉麟 3000 
陳亭聿 3000 
陳映伶 3000 
陳炳仁 3000 
陳瑋琨 3000 
彭金寶 3000 
無名氏 3000 
無名氏 3000 
程文慧 3000 
黃建興 3000 
黃麗妃 3000 
葉裕民 3000 
劉玉琦 3000 
蔡青蓉 3000 
蔡黃秀敏 3000 
鄭彩月 3000 
鍾瑞珠 3000 
魏弘麗 3000 
范雅嵐 2600 
方俊雄 2500 
林建欽 2500 
劉美英 2500 
賴萱萱 2500 
張如禹 2400 
郭書玟 2400 
黃匯真 2400 
方毅鳳 2000 
王淑美 2000 
王慧珍 2000 
左貽祥等 2人 2000 
江庭溦 2000 
吳　軒 2000 
吳岱恩 2000 
李春玉 2000 
李毓華 2000 
汪永鴻 2000 
周　紋 2000 
林正敏 2000 
侯吾義 2000 
侯孟利 2000 
侯欣瑋 2000 
侯宣佑 2000 
洪　源 2000 
胡弘博 2000 
徐潤庭 2000 

張瑞欽 2000 
許洪惠美 2000 
許秋鑾 2000 
許張春 2000 
連佳慧 2000 
陳一忠 2000 
無名氏 2000 
費毅華 2000 
黃王照君 2000 
黃政國 2000 
楊婷鈞 2000 
楊嵐焄 2000 
楊蓁蓁 2000 
葉沛涵 2000 
褚立新 2000 
趙潔英 2000 
鄭勝泰 2000 
盧亞芝 2000 
蕭道源 2000 
薛永貴 2000 
鍾茂源等 2人 2000 
魏元宇 2000 
鐘只佐 2000 
成燕有限公司 1800 
林俊宇 1800 
海善有限公司 1800 
詹秀霞 1800 
陳玟蓁 1580 
廖芸萱 1515 
江金龍等 3人 1500 
吳守文 1500 
吳宗軒 1500 
吳許勳 1500 
吳惠娟 1500 
林文麗 1500 
林得元 1500 
林莊月環 1500 
林惠麗 1500 
林意卿 1500 
紀伊芬 1500 
紀昭明 1500 
紀蕙甄 1500 
徐祥琴 1500 
張育銘 1500 
張庭瑀 1500 
張馨文 1500 
郭子齊 1500 
都會聯合公司 1500 

陳敬雄 1500 
陳翠玲 1500 
陳靜君 1500 
程秋玉 1500 
黃建禎 1500 
黃麗美 1500 
楊思源 1500 
鄒莉娟 1500 
廖心憶 1500 
廖招博 1500 
廖信夫 1500 
廖英鈞 1500 
廖家詮 15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蔡豐珠 1500 
鄭怡銘 1500 
鄭廣韻 1500 
鍾逸蘋 1500 
魏伯成 1500 
蘇妧玲 1500 
朱潤玉 1200 
陳天文 1200 
傅以慈等 2人 1200 
黃志顯 1200 
葉淑惠 1200 
盧有綸 1200 
亢佳安 1000 
尤　榮 1000 
王　滿 1000 
王春美 1000 
王廖玉燕 1000 
丘振藩等 2人 1000 
任曾梅 1000 
江庠石善 1000 
何淑敏 1000 
吳萬益 1000 
吳福中 1000 
李芸溱 1000 
李柔樺闔家 1000 
李淑卿 1000 
李連金 1000 
李毓榮 1000 
李麗雲 1000 
谷榮貴 1000 
周泓瑜 1000 
周美倫 1000 

周書煌 1000 
周淑婉 1000 
周鈺婷 1000 
林立本 1000 
林金水 1000 
林亭瑩 1000 
林強強 1000 
林劉淑貞 1000 
施怡如 1000 
徐于婷 1000 
徐慧珍 1000 
高林綢 1000 
基隆商工 1000 
張雨菜 1000 
張秋月 1000 
張琇惠 1000 
張琬玉 1000 
張嘉茹 1000 
許芷昀 1000 
郭　萬等 2人 1000 
郭培濰 1000 
郭湘綺等 2人 1000 
陳忠誠 1000 
陳怡珍 1000 
陳淑芬 1000 
陳欽良 1000 
陳敬吉 1000 
黃秋香 1000 
黃詩玲 1000 
楊昀霓 1000 
溫陳秋妹 1000 
葉美玉 1000 
葉迺群等 2人 1000 
管道颺 1000 
劉秀琴 1000 
劉淑梅 1000 
劉蔡金葉 1000 
鄭君華 1000 
鄭若盈 1000 
鍾炳榆 1000 
簡郁蓉 1000 
蘇秀蘭 1000 
無名氏 2人 各 1000 
莊賴秀蘭 915 
全國公證檢驗 900 
朱陳貴美 900 
吳玥璇 900 
林桂蘭 900 

許滿子 900 
郭于玄 900 
陳秀雲 900 
陳彥仁 900 
陳淑琴 900 
曾允芊 900 
曾允柔 900 
黃甫華等 2人 900 
黃堂榮 900 
黃興長 900 
楊素真 900 
楊森源 900 
無名氏 800 
申亞男 700 
李光喜 700 
徐梅琳 700 
董虔呈 700 
謝雪娟 700 
盧建成 630 
丁文傑 600 
王嘉霈 600 
呂志誠 600 
汪建宏 600 
汪瓊芳 600 
林文進 600 
林芷嫻 600 
洪銘堯 600 
孫　凡 600 
袁艷君等 2人 600 
張萬麗 600 
陳宣吟 600 
陳菁若 600 
傅珍重 600 
游義煌 600 
項偉鳳 600 
黃政棠 600 
黃逸軒等 2人 600 
鄭永華 600 
鄭國培 600 
戴美裕 600 
薛清溪 600 
王立華 500 
丘曜誠 500 
吳南緗 500 
吳淑瑛 500 
李天傑 500 
李天堯 500 
李仲賢 500 

汪吳敏惠 500 
周佳維 500 
林郁勤 500 
林純貝 500 
青木千惠佳 500 
姚斯航 500 
郭兒聿 500 
程　平 500 
程　式 500 
程志飛 500 
楊岳玲 500 
楊閔全 500 
楊睿達 500 
楊德鴻 500 
趙曼蓉 500 
劉阿月 500 
劉淑珍 500 
鄭又瑋 500 
鄭承洋 500 
鄭景元 500 
鄭智綱 500 
蕭淑娟 500 
擎邦科技公司 500 
羅于溱 500 
無名氏 2人 各 500 
胡鎧庭 400 
孫童玉霞 400 
黃俊傑 400 
吳秀珍 300 
唐素蓮 300 
張志翔 300 
張海祥 300 
莊芮忻 300 
陳佩吟 300 
陳涵湘 300 
陳淑慧 300 
陳毓琳 300 
游燕淇 300 
湯隆宜等 3人 300 
虞咪咪 300 
劉正道 300 
劉忠杰等 3人 300 
鄭永畢 300 
簡麗卿等 2人 300 
藍至國 300 
藍翊文 300 
羅俊鎬 300 
羅淑貞 300 

羅筑庭 300 
呂睿棋等 2人 200 
李彩鳳 200 
李新民 200 
卓凱羚 200 
林宏強 200 
林沛瀠 200 
林品毅 200 
林家霈 200 
林綵縈 200 
林麗秋 200 
張秀絨 200 
張淑如 200 
陳明宗 200 
陳銘溫 200 
陳慧雯 200 
無名氏 200 
溫璟竹等 2人 200 
劉怡均 200 
蔡慶瑜等 3人 200 
蕭世昌 200 
蕭郁璇 200 
蕭琬陵 200 
蕭煜薰 200 
羅泳誠 200 
蘇政傑 200 
王阿瑞 100 
吳榮一 100 
呂采柔 100 
李建松 100 
林文沂 100 
林庭羽 100 
林常輝 100 
邱心英 100 
邱莉渼 100 
陳周阿鳳 100 
陳榮華 100 
黃右儀等 4人 100 
黃政憲 100 
黃圓媛 100 
黃稚萍 100 
廖卉榛 100 
潘柔伊 100 
蔡宜樺 100 
蔡詩穎 100 
黃李右 50 
黃京翰 50 
黃煒婷 50 

阿
雄的母親給某大醫院院長寫了封信，

摘要如下：「本人12歲的兒子阿雄罹

患血癌，我們不願讓他小小心靈受創，但醫師直

接告知病情，導致他不吃飯，不說話，吵著回家

。我們事先請醫師不要在病人面前提起病況，醫

師卻說遲早都得讓病人知道。此話打擊病人心情

和治療意願。希望貴院對病情告知這種重要議題

，醫療人員有更妥善的處理！」

思考利弊 病人福祉優先

上述實例在醫院中屢見不鮮，華人文化對病

情告知普遍存有迷思，怎麼做比較好？

迷思1：對重病病人病情告知，台灣或華人

文化採隱瞞，歐美文化則採開放性

溝通。

正確觀念：告知重病病人病情，答案並非以

東西方文化不同或「是」與「非」那麼簡單，必

須思考利弊得失。例如上述12歲小孩或較易緊張

的長輩，不一定非得立刻告知，治療後病人自然

會知道，尤其現在各大醫院皆為專科性治療，病

人進入癌症中心或腫瘤科門診，那時已不可能隱

瞞。

成人病患因必須歷經超音波、電腦斷層攝影

、正子攝影、切片等檢查過程才能確立診斷，本

人一定會漸漸明白。

「太魯莽的告知」與「欺騙到底」，皆非明

智之舉，應以病人最大福祉為考量，與病人家屬

充分溝通後決定。上述案例醫師未徵得家屬同意

，逕自告知小病人病情，值得商榷。

醫病溝通 協助完成心願

迷思2：「死亡」是禁忌話題，若病人進入

末期或臨終期，不可告知病人，以

免造成威脅及壓力。

正確觀念：現代研究及臨床經驗顯示，只要

病人意識清楚，疾病的軌跡漸漸走下坡，病人就

會有「臨死覺知」，他比醫護人員或家屬更明白

自己病況，因身體發出訊息，讓他體會自己不久

人世。在我的經驗中，有著「臨死覺知」的最年

幼病人，只有6歲。

此時反過來問：「他(病人)要告訴我什麼？

」而非「我要告訴他(病人)什麼？」。此時病情

告知重點不在病名、檢查報告、健康狀況預估等

，而是病人的心願、交代、醫療決策，才是最重

要的溝通主題。將自主權歸還給病人，有充分機

會讓病人完遂心願，並與親友四道人生―道謝、

道歉、道愛、道別，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好好照顧 助他善生善終

迷思3：告知病人患絕症或末期疾病，會打

擊其求生意志。

正確觀念：影響病人求生意志的因素，不在

他是否知道病情，而是其他許多綜合原因造成，

例如：

1. 生活品質：生活品質不佳，受苦甚重，常是

打擊病人求生意志的最重要原因。

2. 家人關愛、悉心照護與支持：若家人表達出

一絲不耐煩，就可能造成病人拖累家人的恐

懼，影響其求生意志。

3. 經濟因素：許多病人會說「我沒有條件再活

下去了！」或「我不能把錢花光，使家人

日後生活都困難！」病人往往會自我犧牲，

為了多留一些錢給家人，通常是令人心痛的

愛！

4. 人生觀、意義觀及宗教信仰：病人若認為剩

下的生命什麼也不能做，無意義拖延時間，

或其信仰認為死後是進入另外一個更好的新

生命，則可能不會有強烈的求生意志。這並

非消極悲觀，反而是正面積極。

臨床上看到一些宗教界大師對生死的態度：

不找死，不等死，也不怕死！他們不希望苟延殘

喘，卻希望有意義地活到最後一刻，親友與醫療

團隊需好好照顧他，協助他的善生與善終。

病情告知不只是技術，更是藝術，每位病人

及其家庭都不同，醫療人員必須有這樣的藝術修

為，才可為病人造福。 

編輯部：

1. 本文作者趙可式為前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教授，

台灣安寧療護推手。

2. 經「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出版

專刊編輯同意轉載。

陳小妮護理長(左1)為「大連醫科
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參訪團做導覽

大德病房舉辦聖誕歡樂派對大家同樂 

大德病房舉辦中秋活動之短劇表演場景

陳曾基主任(右1)喬扮聖誕老公公與
病人及家屬同樂

大德病房舉辦中秋活動邀請張琪小
姐(左5)帶領合唱團老歌演唱

林明慧主任(左7)偕同大德安寧團隊至
新竹榮民分院舉辦安寧工作坊

北榮推廣「預立安寧意願健保IC卡註
記」績優黃柏璣教育師(右1)代表領獎 

林明慧主任(立者)為新竹榮民分院開
講安寧工作坊

楊琪護理師(立者)為大德病房志工分享
「美國緩和與安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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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6年10-12月)

■編輯部

大德之愛

106年9月-106年11月捐款名單

10/2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中秋暨慶生活動，邀請張琪小姐帶領合唱團老歌演唱、
大德志工夥伴表演短劇、鋼琴演奏、大合唱及彩繪柚子等活動，北榮家庭
醫學部主任陳曾基親蒞會場主持。

10/16 國泰醫院社工師彭證嘉、靈糧神學院牧靈諮商研究所社工師鄭慧齡，自
10/16 起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五天，由社工師蔡美惠負責指導。

10/18
北榮家庭醫學部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慧偕同大德安寧病房醫師王怡
人、教育師黃柏璣及北區安寧資源中心工作人員至新竹榮民分院舉辦「教
育訓練安寧工作坊」。

10/20

臺北榮總於 105 年 7 月至 106 年 6 月期間推廣「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
生醫療抉擇意願健保 IC 卡註記宣導」，成效優異，獲頒優良團體，假衛
生福利部一樓大禮堂，由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教育師黃柏璣代表出席領
獎。

10/26
由北京「亞太醫院管理研究中心」陪同「大連醫科大學�屬第一醫院」護
理部史鐵英主任等 7 位至北榮參訪，主題為「以病人為中心的護理服務與
管理、醫院人文關懷文化建設」，由護理長陳小妮負責大德安寧病房導覽。

10/31
國防醫學院護理研究所研究生江庭瑜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自 10/31-
12/19 止，共 8 週 ( 每星期來 2 天，總計 15 天 )，由護理師李劉瀅瀅負責
指導。

11/6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及臺北榮總合辦的聯合訓練計畫 -「2017 年安寧
緩和護理專業進階課程 ( 北區 )」，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臨床實習，自
106.11/6-107.1/19 止，共 8 梯 75 人 ( 每梯 5 日 )，由安寧團隊成員共同
負責分梯次指導。

11/13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社工師盧姜羽、臺北慈濟醫院社工師林家德，耕
莘醫院社工師黃煒捷，自 11/13 起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五天，由社工
師蔡美惠負責指導。

11/20
大陸「無錫市人民醫院」副主任醫師王潤潔，參訪本院腫瘤部，期間安排

至大德安寧病房見習 5 天 (11/20-24) 由醫師張曉婷負責帶領。

11/23
陽明、國防、輔仁及臺北健康大學等四所護理系學生共 14 人至北榮大德

安寧病房觀摩學習，由共照護理師楊琪負責指導。

11/29
大德安寧病房特別為志工夥伴舉辦一場「海外見習分享會」，邀請兩位共
照護理師莊雅婷、楊琪分別演講「紐西蘭安寧照護分享」及「美國緩和與
安寧計畫」，現場互動極為熱烈。

12/14
大德基金會第五屆第六次董事會議假台北晶華酒店金樽廳召開，針對 107
年基金會之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等事項進行討論，由董事長張德明主持，
會議圓滿結束。

12/21

由大德安寧病房的志工及護理團隊合作舉辦的聖誕歡樂派對，安排的精彩
節目有由志工夥伴表演「甩肩舞」、總醫師王偉恩演唱「聖誕組曲」、多
位護理師表演「灰姑娘短劇」及邀請嘉賓演奏小提琴、鋼琴等，家庭醫學
部主任陳曾基親蒞會場喬扮聖誕老公公，與護理同仁及志工群組邁力合
作，將聖誕佳節歡樂氣氛帶給病人及家屬同樂。

■前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教授/趙可式

大德之愛長期邀稿中！

徵 稿 啟 事

※歡迎團隊、家屬等投稿，內容與安寧

療護相關，凡經採用贈予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電洽（02）2875-7698，
臺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病房會議室。

病 情 告 知
是 技 術 更 是 藝 術

趙可式教授

北榮推廣「預立安寧意願健保IC卡註
記」獲頒優良團體獎座



華
姐，自幼跟隨養父母成長，因家境

困難，無力就學。雖沒進過什麼學

校，卻一直都自修讀書、畫畫；因為興趣也寫

童話故事，並教

兒童圖畫。其童

詩曾於92、93

、94年間先後

多次獲獎，作品

刊載於『九歌文

庫年度童話選集』。

華姐發病前，養父母即先後離世，治療

期間並無親人相伴照

料，但在臺北榮總大

德醫護團隊協助下，

不再孤單面對癌症病

痛；曾自詡為一生就

像彩蝶，雖短暫卻精

彩無比，也要圓滿落

幕。在生命的最末期

間，返鄉向養父母祭

拜與感謝，並將其畢生畫作整理結集舉辦個展

，邀請好友及團隊成員共聚一堂表達感恩與祝

福。個展後一個月，華姐安然離世，留下如彩

蝶般的畫作，予我們無盡的追思。(備註：華

姐 生 前 已

將 該 畫 作

全 數 捐 贈

大 德 基 金

會 ， 冀 以

畫 作 與 伯

樂結緣。)

新 手 志 工 停 看 聽
      ~ 大 德 團 隊 教 會 我 的 事

人
由生到死，你是什麼感覺？有人憂生

懼死、有人毫無懼色，也有人瀟灑地

說從出生之後從沒要活著離開…。但我還不清

楚自己的想法，也沒有真正目送過病人的死亡

，對於直視死亡緩慢進行這件事感覺很難定義

，這與看到處理過的大體有很大的差異。

今天輪值時病房有四位病人陸續往生，相

當的忙碌。對我這個大德新志工而言更是震撼

教育—親身目送其中一位病人的死亡。

今早依慣例送養生茶到各病室，但當我跟

著伙伴送茶到這間單人病室，一進去室內就透

露著不尋常的氣氛，平日若見病人睡時通常我

們是不去打擾的，但這次伙伴卻一派輕鬆的說

：「阿姨不喝，就請伯伯喝一點補氣的養生茶

。」送完茶後立刻安靜離開。我也沒想太多，

繼續處理別的事情，後來才知道，伙伴早已探

視過，心裡已有準備了。

沒多久，另一位伙伴問我可以服務往生的

病人嗎？我想都沒想就說「好」，但她希望我

再思考一下能否承受，如果可以就帶我跟著去

協助，但伙伴也說不知道當下我們可以做甚麼

，就「張大眼睛看著辦」以不妨礙醫護與家屬

的行事之下，盡量提供我們可以服務的地方。

當我跟著進入才知道是剛才那間病室，家

屬一臉肅穆哀戚，要不是伙伴招呼我跟緊，我

大概會定格在外面吧！伙伴低聲問過病人情況

與宗教信仰，即向家屬表示要去護理站詢問進

一步的處理方式。沒多久兩位醫師進入病房，

輕聲跟伯伯說：「要確認身體狀況，所以要用

聽診器觸碰阿姨的身體可以嗎？」在家屬點頭

後，醫師跟病人柔聲的說：「阿姨我要碰你一

下喔！」才開始動作。檢查後跟家屬們說明死

亡時間，低聲得到家屬們的接受才正式做死亡

宣告。這跟我經歷過家人的死亡宣告方式完全

不同，既人性又溫暖而且倍感尊重！

確認病人是佛教信仰後，伙伴帶著「往生

被」到病房。在作遺體護理前，護理師先跟家

屬說明要做的動作，得到首肯才輕聲的跟病人

說「阿姨，現在你不會喘了，身體不會痛了，

我要幫你換衣服囉……」當要墊塑膠布時，不

用開口伙伴立刻上前協助，我們一起邊跟病人

說話邊做翻身擺位、墊上塑膠布、口腔清潔、

穿上家屬準備好的衣物，當整理好一切後即跟

病人輕聲說「阿姨，已經穿好漂亮的外套了呦

！」。

護理師詢問病人有否上妝習慣，家屬回說

有後即熟練為病人上妝，步驟絲毫不馬虎，經

熱水擦拭、乳液打底後依序開始。不同的是上

妝完畢後，伙伴早已細心捲好平滑的小布捲，

交給護理師壓在病人下巴，讓嘴巴合攏，手指

還輕撫著嘴角幾次，直到笑容浮現。並請家屬

看「阿姨有水嘸？」家人則攙扶著老伯伯，在

其盈眶的淚眼底下，強抿出一抹安慰說：「這

跟以前同款水！」之後我們幫阿姨蓋上往生被

，這才完成遺體護理。

當移動病床去助念室停放前，護理師還會

提醒家屬要注意身邊的財物。移動時護理師也

會先跟病人打招呼說：「要移動了、要過門了

、要轉彎了。」伙伴在前引導，我在旁邊顧著

，伙伴則早一步打開助念室的兩道門，讓大體

順暢的移進定位。在進入助念室之前，有經驗

的伙伴已事先跟原先在裡面的兩組家屬協調說

明會有另一床進來，她很自在的說「大家在一

起是相當難得的緣分」，大家和善的做移動與

布置，即使都已經是大腿緊貼著別人的椅子，

也沒有人有怨言，這種大氣又不失溫和的溝通

技巧真的不容易。

在伙伴帶領陸續趕來的病人親友進入助念

室之前，會向其說明裡面的狀況，讓他們有心

理準備再進去，並建議先跟遺體合掌或鞠躬致

意，如果可以則跟著一起念佛，這些禮儀的小

地方都是我應學習的細節。

空檔時伙伴跟我解釋，面對死亡時並非每

個人都有心理準備可以真正親眼面對，所以要

先告知到訪者會看到什麼，讓他自己決定要不

要面對，就如事前她要我好好思考要不要進病

房面對往生遺體一樣，都要尊重個人差異。除

了面對大體，更重要的是我們亦須對死亡議題

具備深層的理解，除了理智的面對，可能更深

沉的意識層面會被引發出來，這些都要好好的

思索探求，不一定一次就會全然了解，但是要

認真的去面對。

在過程中，有其他病人需協助洗澡、鋪床

，我詢問需是否過去幫忙？伙伴認為一次只專

心做一件事，最好不要被打岔，否則兩件事都

做不好。她相信其他醫護人員和伙伴會協調處

理並勸我不要分心，要安住在當下，隨時提供

協助。這種面對事情專注的態度及對伙伴的信

賴，也真的讓我開了眼界！

我還沒來得及思考面對死亡這個大哉問的

答題方式，但是我開始有膽識在死亡陰影之下

找到光的所在，在無可躲藏的悲傷之中尋覓愛

的溫柔對待。一切都存在於感謝～感謝大體老

師、家屬、伙伴、醫療團隊、所有人、所有事

、所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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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德安寧

療 護 發 展 基 金 會

基於對臨終生命

陪伴照護的使命

永不停歇，我們

創立了「財團法

人大德安寧療護

發展基金會」，

期能永續發展推

動安寧療護，並

將提升末期病人

生命品質當作我

們的神聖使命。

我們亟需您的支

持，為這麼有意

義的工作共襄盛

舉……。

大 德 基 金 會

捐 款 用 途

■補助大德安寧

療護貧困病人之

伴 護 費 、 喪 葬

費、急難救助或

其他全民健保不

給付費用（傷口

之 特 殊 敷 料 、

攜 帶 型 止 痛 設

備、芳香治療精

油、止吐貼片、

特殊減壓床墊、

藝術治療及靈性

關懷專家車馬費

等）。

■支應大德安寧

療護業務推展所

需之相關費用。

■辦理大德安寧

療護團隊工作人

員教育訓練及國

內外進修，院際

交流、學術研討

等活動。 

■補助大德安寧

療 護 相 關 之 研

究、論文發表、

刊物出版，志工

教 育 訓 練 與 召

募，遺族悲傷輔

導等事項所需之

相關費用。

■接受主管機關

指導辦理事項。

■其他有關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

業事項。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802440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感謝您

的支持！

大德之愛大德之愛

呼
吸困難是一種病人自覺空氣不足，或

呼吸費力的感覺。呼吸困難常困擾末

期病人。因窒息的感覺令他們驚慌害怕，甚至

聯想到死亡。即時的處理原則是盡量減輕病人

的恐懼感，並慢慢舒緩緊張情緒，用簡單而適

當的方法助其恢復呼吸暢順。

造成呼吸困難的原因

肺部感染、痰困難咳出、肺部積水、腫瘤

壓迫氣管或肺部，心臟衰竭、貧血等因素都會

引發呼吸困

難。極度的

疼痛、焦慮

、害怕的情

緒，亦會加

重呼吸困難

的感覺。

如何陪伴呼吸困難的病人

1. 照顧者需先穩定自己的情緒，評估呼吸困

難的感覺從何而來？是否按時吃藥？是否

伴隨疼痛？是否有痰堆積在喉部？氧氣管

是否掉落？氧氣流量是否適當？姿勢是否

舒適？是否有其他事情影響病人的情緒？

2. 評估病人是不是有哪裡不舒服，通常疼

痛、感染發燒也會引起呼吸加快，造成病

人更喘。

3. 檢查病人是否有痰堆積在咽喉，若有則予

拍痰、化痰、抽痰等方式協助去除痰液。

4. 用枕頭墊高頭部或坐起，讓病人頭部抬高

45 ~90度，或採取能讓病人舒服的坐姿或

半坐臥姿。

5. 增加空氣流通，開窗，可用小風扇讓微風

吹向病人，以使其感受空氣流動。

6. 指導用鼻吸氣，然後用口將氣慢慢吐出

來，這是深呼吸的方法。可以跟著病人

一起深呼吸－要病人跟著你做，例如：

『來，吸，再吸，好，很好，現在慢慢

吐氣，吐，再吐，好棒，我們再重來一

次』。

7. 盡量穿著寬鬆衣物，解開患者前襟釦子、

胸罩勾子。

8. 當病人使用氧氣或張口呼吸時，口腔常會

乾燥，可買噴霧瓶，內裝開水以利濕潤口

腔，或常漱口以減少口唇乾燥；亦可塗少

許凡士林或護唇膏保溼。

9. 醫療團隊會使用止喘(葯)藥以降低呼吸困難

的情形。

呼吸困難是非常不適的感受，當病人面臨

呼吸困難的狀況時，家人的愛與陪伴對病人非

常重要，常可有效降低因呼吸困難所造成的內

心害怕與焦慮。

美感紀事

美術療育賞析

華姐是一位充滿藝術氣息的畫家，她常常用繪畫

止傷療痛，尤其是她所熱愛的童詩創作，更是心

裡不忘的動力，據她表示能用童詩陪伴兒童成長

，也是自己無限生命的延伸。她用俏皮的手法寫

下一段藍貓與熱帶魚對話的故事，非常生動幽默

。於是美育老師將這個故事分享給許多小朋友，

沒想到小朋友非常喜歡，還就這個故事畫了圖回

饋給華姐，讓她非常開心。

陪伴病人 自由塗鴉
◎美育老師：郭育誠、莫淑蘭

◎服務時間：星期一下午

◎服務內容：

1.察覺生活美感、放鬆心情

2.生命意義回顧與探索，展現自我特質

3.協助非語言記事，增進心靈動力

趙
伯伯年輕至退休，皆在軍中服務

，因此趙伯伯做人處事皆是軍人

的性格、切實穩健、按步就班。一步一腳印，

是趙伯伯一生秉持的人生原則，既使面對生命

的終點仍不改其本色。

登上玉山是許多人的夢想，有人是用腳

去完成，而伯伯卻是以飛躍的心靈，坐在病床

旁邊的椅子上，以筆畫出他登頂的夢想，並不

忘以從容的字跡，題筆寫下自己的人生哲學『

一步一腳印，平穩安健』，看著伯伯專注的表

情與有力的筆跡，相信當時的他心中自有山景

相隨。

伯伯做

人處事的原

則也呈現在

規劃自己的

身後事中，

展現出對人生積極的態度，而非消極的活著。

他的人生哲學讓我們學習到只要踏實的過每一

天，並有計畫的規劃未來，無論多困難的事皆

可迎刃而解。

美術療育賞析

趙伯伯念念不忘登山，還提醒我們攻頂一定要有

訓練與準備，伯伯具有挑戰及克服困難的精神，

他還將同好爬山的照片帶來病房鼓舞自己，雖然

自己因生病想要登上玉山的目標無法達成，但今

天能率性地用畫紙讓自己直接去玉山攻頂，親手

插上旗子，伯伯不禁開懷大叫，寫下「玉山，我

來愛你！」

本二篇文章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二

輯，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護理衛教專欄

■大德安寧病房志工 / 許玲鈴

末期病人之呼吸困難 ■編輯部

金針又名忘憂草，有利尿作用，是常感煩躁

的人安神很不錯的食療；因性涼，對過於燥熱所

引起的痔瘡出血，有止血之作用。

【材料】

金針60克、雞胸1付、鮮香菇3朵、蔥少許、太白

粉、香麻油、醬油。

【作法】

1. 雞胸洗淨將胸骨與肉分開，胸骨用刀背壓

碎，切成小塊，用沸水汆燙除去腥味後，燉

煮成高湯。

2. 雞胸切成薄片，加少許香麻油、醬油、太白

粉攪拌均勻。香菇用鹽水洗淨，切成薄片加

少許香麻油及太白粉拌勻。

3. 金針乾洗淨，潤濕除去花蕾上之硬柄，打成

結。

4. 將雞高湯撈去雞骨，用大火煮沸，加入雞

片，待雞片顏色變白，再加入金針煮沸後加

鹽調味。

5. 加入香菇片煮沸，滴香麻油撒蔥花，即可食

用。

(轉載自楊玲玲教授之配膳食譜)

忘 憂 草 雞 絲 湯 ■編輯部

本文作者許玲鈴志工

彩蝶一生64

腳踏實地，平穩安健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