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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照顧病患的長遠健康，在護理領域中出現了「個

案管理師」，而癌症病患的照護正是需要個案管理師的

協助。癌症從發現、治療、緩解、預後，長時間與病共

處，經常讓病患喪失鬥志，不願遵照醫囑定期回診，甚

至放棄治療；或是病況突然急遽變化，讓家屬措手不及。

在這些挽救生命的關鍵時刻，若有個管師 (個案管理師 )

在一旁協助或提醒定期回診的重要性，就能鼓勵癌症病

人勇敢面對疾病，治癒癌症仍有機會。

翻翻手上的檔案資料，一邊往合心十一樓去，腦子裡

想著：「這位黃先生是因為口腔癌割除腫瘤後到整型外

科微補傷口，如果去的時間不對還會撲空，因為他待不

住病房，可能會四處走走……」這位穿著白色護士服，

身形纖細瘦長，看起來溫婉又不失幹練，手上總拿著檔

案夾或一小本資料的女子，是謝樹蘭。

樹蘭是花蓮慈院負責頭頸部腫瘤病人的個案管理師。

在不同病房間穿梭，拜訪新病人、關心舊病人的樹蘭，

人如其名，追蹤病患的心志堅定如青蒼綠樹，但面對病

患時，卻用蕙質蘭心的溫顏婉語，讓病患無法拒絕她的

關心與提醒。從二○○六年到現在四年多了，樹蘭，已

經是八百多位患者心目中的「癌症管家」。

從父母意選護理  隨緣進入放腫科  

樹蘭從小是個聽話乖巧的女孩，在國中畢業的交叉路

口，遵從父母的建議念了新生醫校護理助產科。畢業後，

在中壢地區的醫院做過近一年的臨床病房工作，那時一

群好友相約進修，就一邊工作一邊補習，如願考上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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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專二專部在職進修班。念書時間都在晚上，雖然

父母貼心地要她專心讀書就好，怕她白天做臨床工

作會太累，但樹蘭還是覺得要工作貼補家用，所以

就去多方嘗試：餐廳會計、超市收銀員、西餐廳的

外場服務員……，最後一年則剛好補上長庚醫院的

放射腫瘤科一個研究助理的職缺。二十年華的她充

實地過了三年，也順利畢業。

在爸爸的召喚下，樹蘭回到新竹家附近的醫院工

作，輪三班還好，但不適應醫院的管理，幾個月就

不做了。正在想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就接到長庚

放腫科護理長的電話，問她要不要到放腫科工作，

顯然她在工讀時的表現，有受到工作夥伴的肯定。

在媽媽的支持下，樹蘭就離家到林口上班，一腳踩

進放射腫瘤科的領域，當起放腫科的護理師。

珍惜生命可貴  珍愛家人好時光  

問樹蘭怎麼沒想到病房單位工作？她說：「也沒

有想或不想，剛好就有放腫科的缺就去了。」當時

醫學中心放腫科的規模有七、八臺機器，十位護理

師、五位書記，負責一天三、四百位病人

來治療，可能是電療或化療，護理師的工

作會區分為接初診病人、衛教、或跟診

等。樹蘭說，原本個性就急，這段時間會

自我要求在固定的時間裡把工作做完，所

以常犯胃痛的毛病。放射腫瘤科的護理師

不用輪三班，但也有其專業的特殊性，最

難的部份，應該是──病人，尤其才二十

出頭的樹蘭，就要面對著一個又一個的腫

瘤病人。

「剛開始衝擊真的蠻大的！」尤其每兩

個月要為新診斷癌症的病人衛教時，「因

為當知道自己罹患癌症，他們通常很失

落，很無助。」為了能多幫病人一點，

樹蘭總會要病人吃營養一

點，吃得越好，就容易撐

過電放療，效果會更好，

而很多病人的經驗也讓她

確定是這樣。她的苦口婆

心，讓病人會回頭來找

他，問她的意見，還有病

人甚至跟她分享心裡話或

聊聊家裡的事，變成像朋

友一樣。「可是，也有前

幾天來治療時好好的，隔

一週沒見到人，我們打電

話去追，家屬就說他往生

了。」類似這樣的消息，

讓大家都很錯愕。每天每

天，從病人的故事和這樣

的環境裡，謝樹蘭從青澀

到成熟，深深體會人生的

無常和健康的可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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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腫瘤個案管理師似乎是謝樹蘭護理

職涯自然發展的軌跡，一個個病人的生

命故事教會她要更懂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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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懂得珍惜，拿捏生命

的優先順序。

在這十年間，算一算不

知道陪伴過幾萬個腫瘤病

人了，這段時間，樹蘭也

完成了終身大事，嫁為人

妻，然後當了媽媽，有了

自己的小家庭。接下來最

大的改變，就是來到東部

花蓮。

花蓮展開新生活  

接手頭頸癌個案

因為先生實在很喜歡花

蓮這個環境，最終還是希

望住在花蓮，所以他們全

家就到花蓮落腳定居，樹

蘭也在二○○六年七月進

入花蓮慈院服務。

經過舊同事的介紹而到慈院癌症中心應徵，由當

時擔任癌症中心主任的許文林副院長面試，成為癌

症中心的研究計畫助理。樹蘭的資歷非常適合擔任

個案管理師，讓癌症中心的服務更完整，因此在護

理部章淑娟主任的鼓勵下，成為花蓮慈院的第一位

腫瘤個案管理師。樹蘭回想過去最常接觸的也算是

頭頸部腫瘤，因為可能十位患者有九位需要電療，

她都會接觸到，而花蓮的頭頸部腫瘤病人比例高，

頭頸部腫瘤治療團隊陣容堅強，讓她希望自己能好

好發揮，給這些病人最適切的照顧與建議。

接手的第一步，就是先建立一套個案管理照護標

準與流程。所以現在，病人是哪一期，該怎麼做，

大致都知道。「每一週，我會把病人的狀況提到團

隊討論會上，大家共同討論決議給病人最好的治療

措施。」頭頸部腫瘤團隊包括血液腫瘤科、放射腫

瘤科、影像醫學部、病理科、整型外科等醫師、護

理長、專科護理師，個案管理師就像是團隊共同照

護病人的窗口，一個病人都有一整個團隊的人在照

顧。

團隊齊照護  病人的代言人

「伯伯您好，我是腫瘤照護團隊的個案管理

師謝樹蘭，這是我的名片，您如果對治療、

照顧或追蹤安排有任何問題，我都可以協

助您。」「您住院的時候，我會常常來

看您，您出院後也可以打電話給我。」

通常，這是樹蘭對病人的自我介紹。

對於個案的狀況要全面掌握，除了要

清楚瞭解病人的各種檢查報告，與照護

團隊開會掌握病人的治療安排，還要依病

人的需求，協助照會營養師、社工師等，到

病人整個治療結束，還要追蹤病人；另一方面，

他也是病人的「代言人」，把病人的需要帶回團

關於個案管理師

美國自1970年代前後，因

應公共衛生、社會福利機構及

保險公司的實務需求而推展個案管

理。行政院衛生署於1997年制定「慢

性病患出院準備服務推展計畫」，日後

個案管理制度逐漸在臺灣的醫療體系發展。

個案管理師制度是一個包含健康評估、計

劃、照護、協調與監測等服務系統，在

合理的住院天數內，提供符合個案需

求的整體性、連續性照護，能增進

病人及家屬與醫療人員間的溝

通，並可強化醫療團隊間的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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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幫忙解決。目前，每個病人平均追蹤五年的時

間。整體而言，溝通協調是個管師很重要的工作能

力之一，也需要獨立自主，更需要自我管理。

手上總共累積八百多位病人的資料，仔細問「有

效的呢？」樹蘭回頭算算後說：「五百九十多位。」

團隊再怎麼努力，有時還是敵不過人生的自然法則。

但是，能做的就盡量做。「我會保持手機不關機，

晚上或偶爾假日也會接到病人或家屬的電話。他們

一定是很需要才會打來的，我也會盡可能回答，或

想可以怎麼處理。不過萬一是醫療上緊急發作的狀

況，也只能請他先去急診。」畢竟，管理師沒辦法

立刻讓病人的身體好轉，但病人慌亂時有人可以問，

至少能安一點心。

感恩志工協助  投入宣導遠離癌  

從西部來到東部的這幾年，雖然同樣是在醫學中

心，但是東西部懸殊的人口比例讓樹蘭感覺，這裡

的步調緩慢許多，她說：「我現在不會胃痛了。」

而在從事個管師的過程中，病人有希望也會帶來繼

續的力量，例如，一位被樹蘭找回來的病人……

樹蘭剛去找這位阿伯時，他也才剛知道自己得癌

症，經過一段否認與憤怒的心理歷程後，好不容易

說服他接受病情開始治療，卻突然找不到人。樹蘭

不希望阿伯錯失還能治療的時機，試任何想得到能

聯繫的管道，在醫院社會服務室志工師姊與癌症關

懷志工謝靜芝師姊的協助下，一起利用中午時間循

著病人留的住址找人，沒想到居然是空屋，透過鄰

居的幫忙，樹蘭才和病人的姐姐取得聯繫，終於找

到病人，建議他回醫院接受治療。目前，這位阿伯

的病情已經獲得控制。

東部地形狹長，很多頭頸部腫瘤病人甚至從南花

蓮或臺東過來看診治療，常常舟車勞頓，頭頸部腫

瘤團隊期望能與玉里、關山慈院結合，讓遠程病人

能就近得到照顧；而樹蘭

要感謝地區的志工，因為

當她找不到住得遠的病人

時，就不客氣地拜託各分

會的志工幫忙協尋。而樹

蘭接下來的目標之一，一

方面希望能夠在癌症發現

的早期就提早介入，幫助

早期發現的病人早期治療，

提昇治癒率；一方面也會

積極投入衛教宣導，因為

戒檳戒菸對於頭頸癌病人

是非常重要的。可見，要

當好一位個案管理師，還

有好多空間可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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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盡可能解決病人的問

題，讓病人安心，謝樹蘭也

決心投入癌症篩檢的宣導，

越少人因癌受苦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