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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子看安寧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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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名武漢肺炎，

2020年2月12日WHO正名為COVID-

19）自2019年12月底於中國大陸武漢爆發，爾

後迅速擴散至中國各省以及全球180多個國家(至

今年六月)，當美國及歐洲各地成為重災區，臺

灣卻能在沒有封城情況下，確診病例僅有400多

例且死亡人數不到10人(至今年6月)，自今年4月

後只有新增零星的本土案例，成為防疫的亮點國

家，備受全球關注及讚譽。

臺灣與中國的地理位置相近且交通往來頻繁

，能有如此優異的防疫表現，其實是記取了西元

2003年的SARS教訓的結果。自疫情從中國傳出

後，臺灣超前部署，在第一時間警覺又積極地整

備各種防疫措施。在2019年12月31日，我國就

已開始對武漢直航入境班機實施登機檢疫作業，

在今年1月20日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

立及協調各部門機關的防疫作業，包括邊境管制

、口罩徵用及實名制販售、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

開學、醫療資訊雲端化、醫療機關及公共場所人

員管制等，同時針對每個確診案例進行嚴密的疫

調，追溯每個病例的旅遊史與接觸史，每日召開

記者會，因而大幅降低社區感染的風險。

任何傳染病的流行，醫療機關絕對是首當其

衝，因此在這波疫情中，全台各醫院也陸續施行

探病陪病限制措施，如入院分流管理，出入口量

測體溫及查詢旅遊史、進入醫院需全程配戴口罩

、主動提醒住院及陪病家屬勤洗手等。

國外的安寧機構(寧養院)多設在社區，獨立

於醫院之外，然而臺灣的安寧病房則皆附設於醫

院。安寧病房性質特殊，與一般病房或加護

病房的型態大不相

同，國外研究指出

探視末期病人能產

生許多正面的影響，

包括提昇病人的靈性安適

(spiritualwell-being)、減少病人的焦慮感、減少

照顧者及家屬的壓力、促進病人和家屬和醫療團

隊的三方溝通，及協助家屬親友處理未來的哀傷

歷程(bereavement)，一般來說，安寧病人的探

視規定都會比一般病房或加護病房更加彈性及開

放，病房的設計與環境也較一般病房更人性化、

更有溫度。在疫情爆發之時，全台各醫院皆依中

央的指示開始實施嚴峻的住院陪探病規定，例如

限縮每日的探病時段及探病人數，甚至許多醫療

院所自三月起陸續禁止病房的探病，而安寧病房

該如何在感染管控以及人道間作權衡，是否採取

例外條例，十分值得探討，於是我們在今年三月

調查全台安寧病房的規定，將之彙總以及比較分

析，研究成果於四月份正式於SCI期刊[國際環境

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發表。

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共有81間安寧病房，

其中5間排除於我們的研究之外，原因是因應疫

情暫時關閉、病房尚未啟用、病房於疫情期間未

收病人、以及與其他醫院共用病房，最後，我們

共調查76間安寧病房的陪探病規定。

我們的研究發現，只有1間病房仍維持原本

開放的探病方式(未限制時段及人數)，而其他75

間安寧病房都改變了原本的陪探病規定，在這75

間病房中，有9間禁止探視，但在特殊情況時可

破例，例如病人的病情急劇變化、瀕死狀況、或

有召開家庭會議的需求時，在剩下允許探病的66

間病房裡，大多數是選擇每日有一至兩個時段可

探視、每次至多兩位訪客。同時我們也發現，私

立醫院附屬以及規模較小的安寧病房傾向於採取

較彈性且開放的陪探病規定，但整體來說，絕大

部分的安寧病房和國外的情形類似，仍是以感染

控制為優先考量，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指示進行病房探視規定的調整。

目前國內外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完整傳播途徑

，尚未完全瞭解，但從確診個案之流行病觀察以

及實驗室檢測得知，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

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過去研究指出，

保持社交距離(socialdistancing)可降低飛沫傳播

的風險，理論上來說，嚴格限制訪客應能降低住

院病人的感染風險，然而前段我們有提及探病對

於末期病人的重要性，這個族群也許需要更人性

化的規定。

設立安寧病房的陪探病規定確實是一個難題

，我們將持續追蹤目前的規定對於病人、家屬及

醫療團隊的後續影響，期盼能夠給全國醫療機構

未來在規劃政策時能有更多的參考指標，更重要

的是，要讓接受安寧療護的病人能夠安全、詳和

、有尊嚴的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並將家屬的遺

憾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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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對全台安寧病房的影響

版 異 動面 啟 事
受限於新冠疫情及配合國家醫療政

策，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及安寧

病房相關活動不克舉辦，故此次版面

安排與以往略有變更，特此聲明。

學生一

對安寧療護相關法律規定的看法

在討論本題之前，我先簡述自己的立場：人

的價值是否在於生與死，還是在於「活得是否有

尊嚴」？完全是應該根據個人意識清楚時的價值

觀來判斷，他人(包含親人)都不可過度干涉。以此

立場來看，醫療可說只是在個人意願上扮演「輔

助」，而非「主導」的角色。因此在現行法律的

修改上，方向其實是朝著往尊重病人自主權的方

向走。就個人來看，我認為是越來越「貼近人性

」的。細項礙於篇幅無法在此一一討論，但整體

而言，基於「延長生命而非延長瀕死期」的生命

倫理基礎，相信在法律規範上會越來越趨完善。

對安寧見習教學活動的心得

其實在高齡化、醫療資源逐漸豐富的現代社

會(特別是已開發國家)，慢性病比例逐漸升高，

安寧醫療自然成了無法避免的趨勢。因此，在醫

療技術之外，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對於生命末期的

病人，他們要的是什麼？尊嚴？亦或是僅僅不痛

就好？不論答案為何，相信問題的核心都不在於

「醫術」本身。而對於醫療人員來說，訓練過程

都應註意自己是否有「換位思考」的同理心，而

非僅僅白紙黑字式的課堂教導。個人對於台灣的

安寧療護發展維持正向態度，也期許自己不論未

來是否會走向安寧療護的領域，都不可忘了自己

要成為一位「醫生」，而非「醫療工具」。

學生二

對安寧療護相關法律規定的看法

我一開始對「病人權利自主法」及「安寧緩

和條例」主要的疑慮有二：一是病人沒有專業知

識，把決定權還給病人感覺是不負責任的事；二

是到底會不會發生該救卻沒救的情形。今天上完

課發現現在的法令已在尊重醫師專業、尊重生命

及尊重個人自主權，三者盡量取得平衡，它體現

了我們尊重生命價值的多元性，不再一味追求生

命長度，也促進醫師專業與病人主觀想法間的溝

通，使每個人能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為自己的

離去做最適當規畫。我自己很希望這個議題被擴

大討論及實行，希望能有人協助降低門檻(如：

金額)，因為我認為這同時也是能帶動社會重視

專業及消費者需求間溝通的風氣。

對安寧見習教學活動的心得

其實「安寧」這個議題在我們大學學習過程

中，已經是一個一再被提起的課程了。所以原本

對這次課程不抱期待，但聽完醫師(老師)講述後

卻有不一樣的收獲。以往的課程較著重在從感性

層面去傳達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也讓新一代的醫

師能接受這些觀念。而這次課程仔細地告訴我們

在實際面上哪些情形適用？預立醫囑的內容包含

什麼？施行上可能遭遇的困難？以上種種讓我感

覺更貼近現實一點。以前我覺得「安寧」很好，

但當家人、朋友提出一些疑慮的時候，卻無法為

他們解惑，甚至自己也有些擔心。這次上完課才

發現，很多我想過的問題，臨床醫師或設立法律

的人都考慮過了，也因著對生命的尊重，做了層

層確認。因此，我想在今天以後，當別人提出

對「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AD）」、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DNR)」的疑問時，我就能更確定的回答了。



敬啟者：

謝謝各位在父親最後一段日子
的照顧，在此代替先父謝謝各
位。
小小的贊助，雖然金額不大，
但卻是滿懷感謝的心，請勿嫌
棄，再次感謝。

吳○○敬上

臺北榮總大德團隊：

你們好。猶記得當初我們家人是以極大的勇氣說
服父親由安寧居家照護轉大德病房，而父親在住
院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怎麼這麼舒服？」聽到
這句話，我們瞬間放下不安的心情。
雖然只經過短短三天，父親便離開我們，但是大
德病房團隊在父親生命中最後的時光，提供了寧
靜祥和的氣氛，協助他緩和病痛與不適，讓他得
以享受生命中最後的美好，我們家屬也得以在旁
好好的陪伴，與父親盡量的道愛、道謝與道別。
在此，我代表全體家屬深深感謝您們的付出，也
感謝過去九個月來對家屬持續的關懷，我們永遠
銘記在心，也祝福您們永遠健康、平安喜樂。

何○○敬筆

您好：

家父日前病逝於臺北榮總，人生的最後一小段日子
，在大德病房全體醫護人員的照護下，走得非常安
祥舒服。我希望能藉由此封信件，表達家屬對全體
護理師的感謝。病房護理師細心照顧、為家父清理
口腔、擦拭身體、清除宿便、更換尿布、檢查各處
傷口，移除各類不必要的管路，讓家父在最後幾日
得以神清氣爽，一覺好眠，與先前在普通病房噪動
的樣子有著巨大的差異。
也是在大德病房中，讓我深刻體認到「護理師」這
份志業的偉大，家父得以善終，讓我們家屬在悲傷
之餘，仍得以安慰。我希望能藉由此封簡短的信件
，將家屬的感謝傳達給大德病房及所有護理師，因
為你，世界更美好。

林○○敬上

敬愛的護理師妳們好：

我們倆姐妹的媽媽是宋○○，我們兩個女兒其
實跟自己關係真的有很多問題和難處，但是不
管怎樣我們覺得還是一定要寫這張卡片表達我
們的感激。
我們希望好好的跟妳們大家說：「謝謝妳們每
個人的愛心、耐心還有用心，照顧安寧病房的
所有人。」妳們的工作真不容易做，妳們工作
很累，但妳們只要遇到病人的家屬，妳們每一
個人都還是非常有耐心陪我們聊事情，都散發
一種宇宙無法形容的愛。妳們每個人都是天父
的好幫手，我們希望妳們知道，只要遇到妳們
的每一個人都會感到安慰。謝謝妳們這一輩子
願意做很少人敢做的工作，我們真得很感謝妳
們，大家每天那麼用心的幫助這些靈魂走最後
的一段路，真得很謝謝妳們。

Sincerely

L○○ 、 A○○

大德病房護理長：

您好，媽媽入住安寧病房後，真的感受到醫護團隊以溫柔的態度、語氣，快速處理媽媽的
不適，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身心照顧！
生命總會邁向終點，身為子女在面對媽媽生命逐漸凋謝的過程，有悲傷，有脆弱，有不捨
的複雜心情交錯，但安寧醫護團隊的細心、用心、溫暖和Oba的療癒點點滴滴都是我們心
頭的暖流，都是充滿歡笑，一生難忘的深刻回憶，我們不會忘記！媽媽人生旅程的最後，
有您們陪伴和照顧，好幸福！
我們親愛的媽媽-纓纓寶貝已經在週五(6/5)晚間平靜安詳的停止心跳，圓滿她柔軟堅韌、不
向病痛低頭的人生。
很慶幸媽媽在生命最終時入住安寧病房，全體安寧醫護團隊無微不至，全人照顧媽媽與我
們的身心靈，給予我們的溫暖和照顧超乎我們的預期太多太多，無法向團隊成員逐一致謝
，只能勞煩您協助，代為轉達我們對主治賴醫師、安寧團隊全體的最大感謝！
我們要特別感謝大家這段時間，對媽媽、對我們的關心照顧，減緩我們面對至親突然將至
的生命盡頭，像芬芳的暖流注入心中，療癒我們的身心緊張不安，點點滴滴為媽媽和我們
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憶，相信未來憶起媽媽生命最終這段時光，不是悲傷，而是充滿歡樂
的笑容！

再次感謝在媽媽生命的最後，幸福的擁有全體安寧團隊專業的照顧陪伴，非常謝謝！

家屬 ○月、○琴、○莉、○芳 合十感恩

感謝榮總「17樓和21樓」醫護
團隊以及「倪社工和蔡社工」
的協助，張爸於今天早上受佛
祖召引，前往西方極樂世界，
非常安寧平和的離世。
這段期間多虧你們耐心的協助
與照顧，還包容我們頻繁的探
病次數，真的辛苦了。再次感
謝如天使般的你們，才能讓這
一切都很圓滿。

芳○

感謝安寧病房的醫師及護理師們：

謝謝您們無私奉獻心力，陪伴及鼓勵著外婆，也不時給家人打氣，讓外婆在安寧病房度過了最後的無痛及安祥的日子。謹代表天上的外婆及摯愛外婆的家人們，致上對您們的感激之意，也祝 大家身體健康快樂

○奶奶外孫女 敬謝

感謝大德病房的醫師跟護士還有可愛的OBA：

非常感謝大德病房的醫師跟護士還有可愛的
OBA的大家細心照顧，讓我媽媽在病房的那段
時間沒有痛苦跟有尊嚴的離世。
在病房的那段時間，護士都非常的細心照顧媽
媽，也會開導家人的身心問題，醫師也非常關
心媽媽的狀況，還有感謝可愛的OBA在病房的
陪伴。再次感謝，感謝大德病房的醫師跟護士
還有可愛的OBA。

陳小姐

感謝鄭醫師暨所有醫師、護理師：

亡父孫○○先生，自2月23日從○病房轉
至211病房，直到3月13日晚6:45往生，
您們竭盡一切精力，神照料亡父且安撫
家母的不安之心，當日護理師還為亡父
清理穢物，感恩之情，溢於言表。晚間
父親往生後，您們所有人等待我們家屬
到齊後，再行移靈，移靈時您們又親自
送行，實在感激不盡。誠摯感恩您們，
期盼疫情速速離去。

孫○○深切感恩合十

A211的天使們：

我們是柯○○的女兒，靜○、品○以
及親屬們，謝謝緣分讓我們彼此相
遇，也讓媽媽最後的這一段路安心
平順的去到另一個世界，看著她離
開的笑顏，讓我們感到欣慰。
這一段時間，謝謝每一個陪伴、照
顧、支持、鼓勵以及給我們及媽媽
擁抱和無微不至的人，雖然這個過
程有許多的不捨和心疼，但媽媽終
於沒有病痛的成為另一個天使，謝
謝大家。祝  平安順心

靜○、品○ 敬上

大德病房美麗的天使們：

病人陳○○在他生命最後的一段旅

程，慶幸有各位天使們將他照護的

無微不至，乃至於最後得以平靜、

安祥、有尊嚴的離世。現今一切事

宜均已安排妥當，特此致謝，謝謝

妳們的臨終照顧，如此貼心、完美

。感恩！感恩！再感恩！

家屬馮○○ 敬謝

給所有幫助父親的醫師及護理

師們：

謝謝你們溫暖又溫柔的照顧，

在父親的最後一哩路給予扶持

，我們獻上衷心的感謝。願你

們繼續成為更多病人與家屬的

守護天使，再次感恩！

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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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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安寧病房/病友家屬/黃雲

罹病漫漫路

五年多以前，丈夫被診斷為總膽管癌，開了

一個大刀做外科切除手術，他放棄了化學藥物治

療及放射線治療，做了醫療的逃兵，一個不聽話

的病人，一個要自主的病人，決定在家療養希望

能面對疾病和死亡。他認為這是最合乎自然的事

而且沒有負擔，但事實上卻很困難。五年內丈夫

因為菌血症進出醫院無數次，因為腸胃症狀合併

症需要處理，體力越來越差，面對死亡的逼近又

不能按照自己的心願去期待，生命一直拖延耗損

但又看不到盡頭，他越來越懂自願安樂死的傅達

仁遠赴重洋的心情，因為他也正在經歷與折磨。

當109年5月又因菌血症住院，雖然出了加護

病房，但是病況變壞而且多處轉移，癌症已近末

期，我們因此轉入大德病房接受安寧照顧，以支

持療法為主並減少積極的治療，丈夫顯然舒服了

好多，但老天沒有告訴病人哪天是盡頭，所以之

後進出大德病房有六、七次，最後一次出院時，

賴志冠醫師和丈夫道再見，因為我們決定選擇在

家離開，回去兩天就離開了，走的平靜又安祥。

轉進安寧病房

剛進大德病房時，突然拔掉很多不需要的管

子，丈夫如釋重擔，心情便輕鬆許多，護理師和

護理佐理員以超音波洗澡機給他洗了一個泡在水

裡的沐浴，他覺得好舒服，點了精油放鬆情緒，

忘了癌症的苦痛，終於可以小睡一會的奢侈，令

他好滿足。

醫師和護理師像朋友又像家人般的關心丈夫

，和普通病房的制式與匆忙很不同，因癌症轉移

造成腹脹及便秘，佳禎護理師非常有愛心的按摩

及灌腸，將宿便排出減少了很多的痛苦，丈夫每

天都要我謝謝護理師，因為病人知道那是付出了

愛心與耐心，才能真正替病人設想的照顧。

對病人來說住院非常有安全感，有醫護照顧

需求時便馬上處理，但有時因病況好轉，老天又

還沒安排好大限，而大德病房床位有限，必須先

出院回家，丈夫當時是非常恐懼與不安的，也很

排斥。回到家後大德病房啟動了大德安寧居家照

護，心慧護理師及鄭博仁醫師定期的家訪，沛昀

心理師不定期的造訪，志工幫忙剪頭髮，讓丈夫

感受到被關愛與重視，沒有被忽視與遺棄，也解

決了很多醫療問題，不必奔波去醫院辛苦勞累。

如果家裡無法處置或緊急狀況如尿管堵塞，可立

即和大德病房聯絡詢問，或掛急診緊急處理，讓

丈夫安心許多，在家的日子自由隨興，和兒女相

處互動，珍惜每一天相處，慢慢地反而喜歡待在

家裡。

共享心願完成

丈夫因身體的不適不敢多吃，因為排便時需

經腸道會被腫瘤壓到，令他痛苦萬分，想吃卻又

不敢吃，忌口了許久，有天半夜還做夢想吃很久

未吃的美食，他覺得太痛苦了。我認為不敢吃並

沒有讓他不痛，日子既然不多了，何不任性而為

？丈夫一輩子嚴謹律己，何不隨心隨興？半夜我

們夫妻倆一起開始擬菜單，高興地開了十道他最

愛的菜餚，每星期煮一道，情況好就兩道，三更

半夜我和丈夫兩個人興奮的擬著菜單，忘了痛苦

、忘了時間也忘了那是老天給的最後的日子。

丈夫心願的第一道菜色是生魚片，第二天兒

子立刻去永樂市場買了魚最好的部位，他歡天喜

地吃了好多，睽違好久的最愛；心願的第二道菜

色是牛排，我們去好市多大賣場買了上等牛排煎

給他吃，事實上吃與不吃對他而言都會痛，因為

腸蠕動時他就會痛；接著第三個心願是砂鍋魚頭

，第四個、第五個……，當第七個心願的薑母鴨

吃完時，他已經開始吞嚥困難，也就沒有第八個

心願佳餚了，但那段時間他是快樂在享用的，心

情很好，雖然之後的痛苦仍然存在，但他在完成

心願的過程中，我們陪他共享美食的畫面，依然

鮮活在我眼前跳躍，令我感慨！但幸好我們去做

了，那是共同的記憶，在他人生最後的那段路，

我們一家人感受到最美好的互動。

歡喜走向宗教

最後一次與丈夫在大德病房的花園聊天，當

時丈夫狀況非常不好，我們不避諱地談生死及規

劃，在離死亡越來越近的日子中，持續接受心理

師的幫助、社工師的訪談、宗教的安慰，對一個

無神論不相信來生的丈夫，竟然願意皈依佛教，

令我安慰與歡喜，法師非常樂意歡喜地和丈夫唸

佛經舉行儀式，成了安正師兄，讀心經時他突然

領悟地告訴我他懂了，懂了心經講的深意。宗教

給了他平靜與開釋，直到走時不打止痛針，告訴

我們他腦袋像走馬燈的畫面，和家人一一告別。

告別後的洗禮

雖然有太多不捨，但大德病房給了我很大的

緩衝期，在那裡我已進入了全然接受與面對階段

，所以衝擊很小，我知道丈夫的心情和他想要的

解脫，醫護人員的協助令我很冷靜的面對死亡。

在大德病房受益的不只我丈夫，我也更能領會生

死的真義，更尊重生命，更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

決定，生命到最後沒有恐懼、只有坦然面對的勇

氣和順勢。最後依丈夫的遺囑植葬在法鼓山生命

園區，圓滿了他的人生。

當丈夫離我而去，我不想一直沉溺在悲傷中

，對家人、對兒女，我要陽光正面的活著，我還

有一段路要走，不管將來我是如何離開，我也希

望在有限生命中珍惜時間，重拾我的攝影課程，

旅行我曾想去的國家，從觀景窗看世界，在有限

生命做無限可能的學習，當那天到來，我將會和

他再見面。

謝謝大德病房醫護團隊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安寧照護的醫護工作者，在最後一小段路陪伴我

們，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使病人身體回歸自然

與舒適，盡可能的減少了痛苦，使心靈成長昇華

，在我丈夫面對死亡的過程中，讓我也學習成長

，走過艱辛又漫長的路，謹致上無限的謝意。

那段曾經走過的路
家屬感謝函

法師(右1)為作者(左2)的丈夫完成皈依

作者(左1)為丈夫完成第三及第四個心願菜色 ~
佛跳牆及砂鍋魚頭

■編輯部

病人的第二個心願菜色 ~ 牛排



敬啟者：

謝謝各位在父親最後一段日子
的照顧，在此代替先父謝謝各
位。
小小的贊助，雖然金額不大，
但卻是滿懷感謝的心，請勿嫌
棄，再次感謝。

吳○○敬上

臺北榮總大德團隊：

你們好。猶記得當初我們家人是以極大的勇氣說
服父親由安寧居家照護轉大德病房，而父親在住
院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怎麼這麼舒服？」聽到
這句話，我們瞬間放下不安的心情。
雖然只經過短短三天，父親便離開我們，但是大
德病房團隊在父親生命中最後的時光，提供了寧
靜祥和的氣氛，協助他緩和病痛與不適，讓他得
以享受生命中最後的美好，我們家屬也得以在旁
好好的陪伴，與父親盡量的道愛、道謝與道別。
在此，我代表全體家屬深深感謝您們的付出，也
感謝過去九個月來對家屬持續的關懷，我們永遠
銘記在心，也祝福您們永遠健康、平安喜樂。

何○○敬筆

您好：

家父日前病逝於臺北榮總，人生的最後一小段日子
，在大德病房全體醫護人員的照護下，走得非常安
祥舒服。我希望能藉由此封信件，表達家屬對全體
護理師的感謝。病房護理師細心照顧、為家父清理
口腔、擦拭身體、清除宿便、更換尿布、檢查各處
傷口，移除各類不必要的管路，讓家父在最後幾日
得以神清氣爽，一覺好眠，與先前在普通病房噪動
的樣子有著巨大的差異。
也是在大德病房中，讓我深刻體認到「護理師」這
份志業的偉大，家父得以善終，讓我們家屬在悲傷
之餘，仍得以安慰。我希望能藉由此封簡短的信件
，將家屬的感謝傳達給大德病房及所有護理師，因
為你，世界更美好。

林○○敬上

敬愛的護理師妳們好：

我們倆姐妹的媽媽是宋○○，我們兩個女兒其
實跟自己關係真的有很多問題和難處，但是不
管怎樣我們覺得還是一定要寫這張卡片表達我
們的感激。
我們希望好好的跟妳們大家說：「謝謝妳們每
個人的愛心、耐心還有用心，照顧安寧病房的
所有人。」妳們的工作真不容易做，妳們工作
很累，但妳們只要遇到病人的家屬，妳們每一
個人都還是非常有耐心陪我們聊事情，都散發
一種宇宙無法形容的愛。妳們每個人都是天父
的好幫手，我們希望妳們知道，只要遇到妳們
的每一個人都會感到安慰。謝謝妳們這一輩子
願意做很少人敢做的工作，我們真得很感謝妳
們，大家每天那麼用心的幫助這些靈魂走最後
的一段路，真得很謝謝妳們。

Sincerely

L○○ 、 A○○

大德病房護理長：

您好，媽媽入住安寧病房後，真的感受到醫護團隊以溫柔的態度、語氣，快速處理媽媽的
不適，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身心照顧！
生命總會邁向終點，身為子女在面對媽媽生命逐漸凋謝的過程，有悲傷，有脆弱，有不捨
的複雜心情交錯，但安寧醫護團隊的細心、用心、溫暖和Oba的療癒點點滴滴都是我們心
頭的暖流，都是充滿歡笑，一生難忘的深刻回憶，我們不會忘記！媽媽人生旅程的最後，
有您們陪伴和照顧，好幸福！
我們親愛的媽媽-纓纓寶貝已經在週五(6/5)晚間平靜安詳的停止心跳，圓滿她柔軟堅韌、不
向病痛低頭的人生。
很慶幸媽媽在生命最終時入住安寧病房，全體安寧醫護團隊無微不至，全人照顧媽媽與我
們的身心靈，給予我們的溫暖和照顧超乎我們的預期太多太多，無法向團隊成員逐一致謝
，只能勞煩您協助，代為轉達我們對主治賴醫師、安寧團隊全體的最大感謝！
我們要特別感謝大家這段時間，對媽媽、對我們的關心照顧，減緩我們面對至親突然將至
的生命盡頭，像芬芳的暖流注入心中，療癒我們的身心緊張不安，點點滴滴為媽媽和我們
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憶，相信未來憶起媽媽生命最終這段時光，不是悲傷，而是充滿歡樂
的笑容！

再次感謝在媽媽生命的最後，幸福的擁有全體安寧團隊專業的照顧陪伴，非常謝謝！

家屬 ○月、○琴、○莉、○芳 合十感恩

感謝榮總「17樓和21樓」醫護
團隊以及「倪社工和蔡社工」
的協助，張爸於今天早上受佛
祖召引，前往西方極樂世界，
非常安寧平和的離世。
這段期間多虧你們耐心的協助
與照顧，還包容我們頻繁的探
病次數，真的辛苦了。再次感
謝如天使般的你們，才能讓這
一切都很圓滿。

芳○

感謝安寧病房的醫師及護理師們：

謝謝您們無私奉獻心力，陪伴及鼓勵著外婆，也不時給家人打氣，讓外婆在安寧病房度過了最後的無痛及安祥的日子。謹代表天上的外婆及摯愛外婆的家人們，致上對您們的感激之意，也祝 大家身體健康快樂

○奶奶外孫女 敬謝

感謝大德病房的醫師跟護士還有可愛的OBA：

非常感謝大德病房的醫師跟護士還有可愛的
OBA的大家細心照顧，讓我媽媽在病房的那段
時間沒有痛苦跟有尊嚴的離世。
在病房的那段時間，護士都非常的細心照顧媽
媽，也會開導家人的身心問題，醫師也非常關
心媽媽的狀況，還有感謝可愛的OBA在病房的
陪伴。再次感謝，感謝大德病房的醫師跟護士
還有可愛的OBA。

陳小姐

感謝鄭醫師暨所有醫師、護理師：

亡父孫○○先生，自2月23日從○病房轉
至211病房，直到3月13日晚6:45往生，
您們竭盡一切精力，神照料亡父且安撫
家母的不安之心，當日護理師還為亡父
清理穢物，感恩之情，溢於言表。晚間
父親往生後，您們所有人等待我們家屬
到齊後，再行移靈，移靈時您們又親自
送行，實在感激不盡。誠摯感恩您們，
期盼疫情速速離去。

孫○○深切感恩合十

A211的天使們：

我們是柯○○的女兒，靜○、品○以
及親屬們，謝謝緣分讓我們彼此相
遇，也讓媽媽最後的這一段路安心
平順的去到另一個世界，看著她離
開的笑顏，讓我們感到欣慰。
這一段時間，謝謝每一個陪伴、照
顧、支持、鼓勵以及給我們及媽媽
擁抱和無微不至的人，雖然這個過
程有許多的不捨和心疼，但媽媽終
於沒有病痛的成為另一個天使，謝
謝大家。祝  平安順心

靜○、品○ 敬上

大德病房美麗的天使們：

病人陳○○在他生命最後的一段旅

程，慶幸有各位天使們將他照護的

無微不至，乃至於最後得以平靜、

安祥、有尊嚴的離世。現今一切事

宜均已安排妥當，特此致謝，謝謝

妳們的臨終照顧，如此貼心、完美

。感恩！感恩！再感恩！

家屬馮○○ 敬謝

給所有幫助父親的醫師及護理

師們：

謝謝你們溫暖又溫柔的照顧，

在父親的最後一哩路給予扶持

，我們獻上衷心的感謝。願你

們繼續成為更多病人與家屬的

守護天使，再次感恩！

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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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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安寧病房/病友家屬/黃雲

罹病漫漫路

五年多以前，丈夫被診斷為總膽管癌，開了

一個大刀做外科切除手術，他放棄了化學藥物治

療及放射線治療，做了醫療的逃兵，一個不聽話

的病人，一個要自主的病人，決定在家療養希望

能面對疾病和死亡。他認為這是最合乎自然的事

而且沒有負擔，但事實上卻很困難。五年內丈夫

因為菌血症進出醫院無數次，因為腸胃症狀合併

症需要處理，體力越來越差，面對死亡的逼近又

不能按照自己的心願去期待，生命一直拖延耗損

但又看不到盡頭，他越來越懂自願安樂死的傅達

仁遠赴重洋的心情，因為他也正在經歷與折磨。

當109年5月又因菌血症住院，雖然出了加護

病房，但是病況變壞而且多處轉移，癌症已近末

期，我們因此轉入大德病房接受安寧照顧，以支

持療法為主並減少積極的治療，丈夫顯然舒服了

好多，但老天沒有告訴病人哪天是盡頭，所以之

後進出大德病房有六、七次，最後一次出院時，

賴志冠醫師和丈夫道再見，因為我們決定選擇在

家離開，回去兩天就離開了，走的平靜又安祥。

轉進安寧病房

剛進大德病房時，突然拔掉很多不需要的管

子，丈夫如釋重擔，心情便輕鬆許多，護理師和

護理佐理員以超音波洗澡機給他洗了一個泡在水

裡的沐浴，他覺得好舒服，點了精油放鬆情緒，

忘了癌症的苦痛，終於可以小睡一會的奢侈，令

他好滿足。

醫師和護理師像朋友又像家人般的關心丈夫

，和普通病房的制式與匆忙很不同，因癌症轉移

造成腹脹及便秘，佳禎護理師非常有愛心的按摩

及灌腸，將宿便排出減少了很多的痛苦，丈夫每

天都要我謝謝護理師，因為病人知道那是付出了

愛心與耐心，才能真正替病人設想的照顧。

對病人來說住院非常有安全感，有醫護照顧

需求時便馬上處理，但有時因病況好轉，老天又

還沒安排好大限，而大德病房床位有限，必須先

出院回家，丈夫當時是非常恐懼與不安的，也很

排斥。回到家後大德病房啟動了大德安寧居家照

護，心慧護理師及鄭博仁醫師定期的家訪，沛昀

心理師不定期的造訪，志工幫忙剪頭髮，讓丈夫

感受到被關愛與重視，沒有被忽視與遺棄，也解

決了很多醫療問題，不必奔波去醫院辛苦勞累。

如果家裡無法處置或緊急狀況如尿管堵塞，可立

即和大德病房聯絡詢問，或掛急診緊急處理，讓

丈夫安心許多，在家的日子自由隨興，和兒女相

處互動，珍惜每一天相處，慢慢地反而喜歡待在

家裡。

共享心願完成

丈夫因身體的不適不敢多吃，因為排便時需

經腸道會被腫瘤壓到，令他痛苦萬分，想吃卻又

不敢吃，忌口了許久，有天半夜還做夢想吃很久

未吃的美食，他覺得太痛苦了。我認為不敢吃並

沒有讓他不痛，日子既然不多了，何不任性而為

？丈夫一輩子嚴謹律己，何不隨心隨興？半夜我

們夫妻倆一起開始擬菜單，高興地開了十道他最

愛的菜餚，每星期煮一道，情況好就兩道，三更

半夜我和丈夫兩個人興奮的擬著菜單，忘了痛苦

、忘了時間也忘了那是老天給的最後的日子。

丈夫心願的第一道菜色是生魚片，第二天兒

子立刻去永樂市場買了魚最好的部位，他歡天喜

地吃了好多，睽違好久的最愛；心願的第二道菜

色是牛排，我們去好市多大賣場買了上等牛排煎

給他吃，事實上吃與不吃對他而言都會痛，因為

腸蠕動時他就會痛；接著第三個心願是砂鍋魚頭

，第四個、第五個……，當第七個心願的薑母鴨

吃完時，他已經開始吞嚥困難，也就沒有第八個

心願佳餚了，但那段時間他是快樂在享用的，心

情很好，雖然之後的痛苦仍然存在，但他在完成

心願的過程中，我們陪他共享美食的畫面，依然

鮮活在我眼前跳躍，令我感慨！但幸好我們去做

了，那是共同的記憶，在他人生最後的那段路，

我們一家人感受到最美好的互動。

歡喜走向宗教

最後一次與丈夫在大德病房的花園聊天，當

時丈夫狀況非常不好，我們不避諱地談生死及規

劃，在離死亡越來越近的日子中，持續接受心理

師的幫助、社工師的訪談、宗教的安慰，對一個

無神論不相信來生的丈夫，竟然願意皈依佛教，

令我安慰與歡喜，法師非常樂意歡喜地和丈夫唸

佛經舉行儀式，成了安正師兄，讀心經時他突然

領悟地告訴我他懂了，懂了心經講的深意。宗教

給了他平靜與開釋，直到走時不打止痛針，告訴

我們他腦袋像走馬燈的畫面，和家人一一告別。

告別後的洗禮

雖然有太多不捨，但大德病房給了我很大的

緩衝期，在那裡我已進入了全然接受與面對階段

，所以衝擊很小，我知道丈夫的心情和他想要的

解脫，醫護人員的協助令我很冷靜的面對死亡。

在大德病房受益的不只我丈夫，我也更能領會生

死的真義，更尊重生命，更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

決定，生命到最後沒有恐懼、只有坦然面對的勇

氣和順勢。最後依丈夫的遺囑植葬在法鼓山生命

園區，圓滿了他的人生。

當丈夫離我而去，我不想一直沉溺在悲傷中

，對家人、對兒女，我要陽光正面的活著，我還

有一段路要走，不管將來我是如何離開，我也希

望在有限生命中珍惜時間，重拾我的攝影課程，

旅行我曾想去的國家，從觀景窗看世界，在有限

生命做無限可能的學習，當那天到來，我將會和

他再見面。

謝謝大德病房醫護團隊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安寧照護的醫護工作者，在最後一小段路陪伴我

們，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使病人身體回歸自然

與舒適，盡可能的減少了痛苦，使心靈成長昇華

，在我丈夫面對死亡的過程中，讓我也學習成長

，走過艱辛又漫長的路，謹致上無限的謝意。

那段曾經走過的路
家屬感謝函

法師(右1)為作者(左2)的丈夫完成皈依

作者(左1)為丈夫完成第三及第四個心願菜色 ~
佛跳牆及砂鍋魚頭

■編輯部

病人的第二個心願菜色 ~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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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名武漢肺炎，

2020年2月12日WHO正名為COVID-

19）自2019年12月底於中國大陸武漢爆發，爾

後迅速擴散至中國各省以及全球180多個國家(至

今年六月)，當美國及歐洲各地成為重災區，臺

灣卻能在沒有封城情況下，確診病例僅有400多

例且死亡人數不到10人(至今年6月)，自今年4月

後只有新增零星的本土案例，成為防疫的亮點國

家，備受全球關注及讚譽。

臺灣與中國的地理位置相近且交通往來頻繁

，能有如此優異的防疫表現，其實是記取了西元

2003年的SARS教訓的結果。自疫情從中國傳出

後，臺灣超前部署，在第一時間警覺又積極地整

備各種防疫措施。在2019年12月31日，我國就

已開始對武漢直航入境班機實施登機檢疫作業，

在今年1月20日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

立及協調各部門機關的防疫作業，包括邊境管制

、口罩徵用及實名制販售、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

開學、醫療資訊雲端化、醫療機關及公共場所人

員管制等，同時針對每個確診案例進行嚴密的疫

調，追溯每個病例的旅遊史與接觸史，每日召開

記者會，因而大幅降低社區感染的風險。

任何傳染病的流行，醫療機關絕對是首當其

衝，因此在這波疫情中，全台各醫院也陸續施行

探病陪病限制措施，如入院分流管理，出入口量

測體溫及查詢旅遊史、進入醫院需全程配戴口罩

、主動提醒住院及陪病家屬勤洗手等。

國外的安寧機構(寧養院)多設在社區，獨立

於醫院之外，然而臺灣的安寧病房則皆附設於醫

院。安寧病房性質特殊，與一般病房或加護

病房的型態大不相

同，國外研究指出

探視末期病人能產

生許多正面的影響，

包括提昇病人的靈性安適

(spiritualwell-being)、減少病人的焦慮感、減少

照顧者及家屬的壓力、促進病人和家屬和醫療團

隊的三方溝通，及協助家屬親友處理未來的哀傷

歷程(bereavement)，一般來說，安寧病人的探

視規定都會比一般病房或加護病房更加彈性及開

放，病房的設計與環境也較一般病房更人性化、

更有溫度。在疫情爆發之時，全台各醫院皆依中

央的指示開始實施嚴峻的住院陪探病規定，例如

限縮每日的探病時段及探病人數，甚至許多醫療

院所自三月起陸續禁止病房的探病，而安寧病房

該如何在感染管控以及人道間作權衡，是否採取

例外條例，十分值得探討，於是我們在今年三月

調查全台安寧病房的規定，將之彙總以及比較分

析，研究成果於四月份正式於SCI期刊[國際環境

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發表。

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共有81間安寧病房，

其中5間排除於我們的研究之外，原因是因應疫

情暫時關閉、病房尚未啟用、病房於疫情期間未

收病人、以及與其他醫院共用病房，最後，我們

共調查76間安寧病房的陪探病規定。

我們的研究發現，只有1間病房仍維持原本

開放的探病方式(未限制時段及人數)，而其他75

間安寧病房都改變了原本的陪探病規定，在這75

間病房中，有9間禁止探視，但在特殊情況時可

破例，例如病人的病情急劇變化、瀕死狀況、或

有召開家庭會議的需求時，在剩下允許探病的66

間病房裡，大多數是選擇每日有一至兩個時段可

探視、每次至多兩位訪客。同時我們也發現，私

立醫院附屬以及規模較小的安寧病房傾向於採取

較彈性且開放的陪探病規定，但整體來說，絕大

部分的安寧病房和國外的情形類似，仍是以感染

控制為優先考量，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指示進行病房探視規定的調整。

目前國內外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完整傳播途徑

，尚未完全瞭解，但從確診個案之流行病觀察以

及實驗室檢測得知，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

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過去研究指出，

保持社交距離(socialdistancing)可降低飛沫傳播

的風險，理論上來說，嚴格限制訪客應能降低住

院病人的感染風險，然而前段我們有提及探病對

於末期病人的重要性，這個族群也許需要更人性

化的規定。

設立安寧病房的陪探病規定確實是一個難題

，我們將持續追蹤目前的規定對於病人、家屬及

醫療團隊的後續影響，期盼能夠給全國醫療機構

未來在規劃政策時能有更多的參考指標，更重要

的是，要讓接受安寧療護的病人能夠安全、詳和

、有尊嚴的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並將家屬的遺

憾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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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對全台安寧病房的影響

版 異 動面 啟 事
受限於新冠疫情及配合國家醫療政

策，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及安寧

病房相關活動不克舉辦，故此次版面

安排與以往略有變更，特此聲明。

學生一

對安寧療護相關法律規定的看法

在討論本題之前，我先簡述自己的立場：人

的價值是否在於生與死，還是在於「活得是否有

尊嚴」？完全是應該根據個人意識清楚時的價值

觀來判斷，他人(包含親人)都不可過度干涉。以此

立場來看，醫療可說只是在個人意願上扮演「輔

助」，而非「主導」的角色。因此在現行法律的

修改上，方向其實是朝著往尊重病人自主權的方

向走。就個人來看，我認為是越來越「貼近人性

」的。細項礙於篇幅無法在此一一討論，但整體

而言，基於「延長生命而非延長瀕死期」的生命

倫理基礎，相信在法律規範上會越來越趨完善。

對安寧見習教學活動的心得

其實在高齡化、醫療資源逐漸豐富的現代社

會(特別是已開發國家)，慢性病比例逐漸升高，

安寧醫療自然成了無法避免的趨勢。因此，在醫

療技術之外，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對於生命末期的

病人，他們要的是什麼？尊嚴？亦或是僅僅不痛

就好？不論答案為何，相信問題的核心都不在於

「醫術」本身。而對於醫療人員來說，訓練過程

都應註意自己是否有「換位思考」的同理心，而

非僅僅白紙黑字式的課堂教導。個人對於台灣的

安寧療護發展維持正向態度，也期許自己不論未

來是否會走向安寧療護的領域，都不可忘了自己

要成為一位「醫生」，而非「醫療工具」。

學生二

對安寧療護相關法律規定的看法

我一開始對「病人權利自主法」及「安寧緩

和條例」主要的疑慮有二：一是病人沒有專業知

識，把決定權還給病人感覺是不負責任的事；二

是到底會不會發生該救卻沒救的情形。今天上完

課發現現在的法令已在尊重醫師專業、尊重生命

及尊重個人自主權，三者盡量取得平衡，它體現

了我們尊重生命價值的多元性，不再一味追求生

命長度，也促進醫師專業與病人主觀想法間的溝

通，使每個人能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為自己的

離去做最適當規畫。我自己很希望這個議題被擴

大討論及實行，希望能有人協助降低門檻(如：

金額)，因為我認為這同時也是能帶動社會重視

專業及消費者需求間溝通的風氣。

對安寧見習教學活動的心得

其實「安寧」這個議題在我們大學學習過程

中，已經是一個一再被提起的課程了。所以原本

對這次課程不抱期待，但聽完醫師(老師)講述後

卻有不一樣的收獲。以往的課程較著重在從感性

層面去傳達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也讓新一代的醫

師能接受這些觀念。而這次課程仔細地告訴我們

在實際面上哪些情形適用？預立醫囑的內容包含

什麼？施行上可能遭遇的困難？以上種種讓我感

覺更貼近現實一點。以前我覺得「安寧」很好，

但當家人、朋友提出一些疑慮的時候，卻無法為

他們解惑，甚至自己也有些擔心。這次上完課才

發現，很多我想過的問題，臨床醫師或設立法律

的人都考慮過了，也因著對生命的尊重，做了層

層確認。因此，我想在今天以後，當別人提出

對「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AD）」、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DNR)」的疑問時，我就能更確定的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