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26

醫療服務醫療服務

■附設醫院院長室 林裕超護理師、張偉洲高專

     南太平洋一個熱情神秘的邦交島國

    索羅門群島，一個遠在南半球，距離臺灣

近6000公里遠，人口約56萬人的海島國家。為

什麼在高雄的高醫或在南半球的索羅門，總是

聽到兩邊的人們互相提起對方，是怎樣的因緣

際會，讓雙方關係越來越密切，在這揭露你一

定要知道的索羅門寶藏！

    索羅門群島是我國於南太平洋6個邦交國最

大的1個，其國土面積約為臺灣的3分之2大，人

口約561,000人，國土分布於南緯5-13度，東經

155-169度，全國最寬處可達1,500公里，但其

每人平均年收入僅有1,920美金，為低度發展國

家之一，官方語言為英文。與索羅門結緣，其

實是在2005年我國政府開始推動醫療外交，本

院秉持醫學中心的社會責任，落實民間機構協

助衛生福利部推動國際醫療合作及經驗交流意

願，透過當時的衛生署及外交部的協助派出先

遣團隊，由時任院長許勝雄教授及校長王國照

教授率團前往索國訪問並提供醫療服務。自

此，每年高醫體系即與索國結下不解之緣。從

2009年起，本院以「駐索羅門群島臺灣衛生中

心」為基地，在提供包括公共衛生教育、疾病

預防、醫療服務及教學並提升當地醫療人員技

能、捐贈醫療物資、志工服務及代訓學員等，

希望能提升索國醫療水準、促進索國國民的健

康。執行我國政府所揭櫫在國際社會上應扮演

『人道援助的提供者』角色之政策。

    高醫體系近10年來，共派遣313位專家，前

往索國服務。本院的服務規劃配合索國衛生戰

略目標重點項目為主，如被忽略的熱帶疾病：

腸道寄生蟲防治、新興傳染疾病（登革熱）。

非傳染性疾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在醫療

服務方面，派遣專科醫師前往索國中央醫院服

務及行動醫療團前往偏鄉、離島巡迴醫療；由

常駐人員及派遣成員前往合作社區、學校進行

保健衛生資訊宣導並提供諮詢。國際志工：每

年與高醫大合作，安排國際志工至索國服務進

行健康活動宣導及文化交流並以培養下一代的

國際醫療人員為目標。根據統計，索國新生兒

     高醫在索羅門群島醫療衛生的具體貢獻

國家品質保證 國際醫療典範 

高醫駐索羅門群島臺灣衛生中心

    高醫在索羅門群島臺灣衛生中心的耕耘與

奉獻，除了落實2006年「第一屆臺灣與太平洋

友邦元首高峰會」所發表的帛琉宣言外，更以

優質醫療衛生的軟實力，協助我國推動國際醫

療合作。未來，高醫體系將持續與衛福部、外

交部、索國衛生部及其他援外組織，包括：聯

合國相關團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澳

洲、紐西蘭及日本等援外組織合作，拓展醫療

外交，扮演『人道援助的提供者』積極角色，

持續協助索國改善醫療環境，促進索羅門國民

的健康，也進而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善盡我

國於全球衛生合作之責，貫徹醫療無國界的理

念。

 

及孕產婦死亡率為臺灣幾十倍，由高醫體系派

遣專家前往協助提升當地婦幼衛生概況，

2013年該國年度衛生報告中顯示，新生兒及孕

產婦死亡率已有明顯的改善。本院除了派遣專

家團隊前往索國當地提供服務與教學外，亦提

供索國醫事人員至臺灣受訓，迄今已有29位至

本院受訓。

施比受更有福，本院秉持為國家社會服

務，肩負醫療外交的使命從2005年起到現在已

代訓29位索國醫護人員、接待147位索國政要，

派遣超過1,000人次前往索國服務，共服務約

60,000人次，有效提供疾病預防訓練、醫療服

務支援、促進索國國民健康。此成果豐碩的服

務模式不僅獲得生策會2014年SNQ國家生技醫療

品質獎銀獎的殊榮，在2016年更進一步獲得第

一屆國際醫療典範獎，全臺第一的肯定。

每年度本院會派遣醫療團前往索國提供專

科醫療服務或是偏鄉巡迴醫療或教學，非常歡

迎有意願的同仁熱情參與。除了親赴索國服

務，我們更需要全體同仁的後勤支援，整個索

羅門群島的衛生服務都是依靠高醫體系的全體

同仁共同支持才能維持，包括藥劑部及總務室

協助藥品及衛材的採購與運送，醫學檢驗部、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同仁協助索國登革熱

疫情防治。至本院受訓的索國醫事人員，有優

秀的教師群指導；除此每年幾乎都有索國重要

賓客至本院參訪、就醫或健檢，更不能少了整

個高醫體系的支援協助。

     索羅門群島帶給高醫什麼？

　　

     高醫駐索羅門群島臺灣衛生中心期待熱血               

的加入與支持

    

▲
  締結姐妹醫院，開啟雙方的合作 

2006年時任校長王國照教授(右三)及院長許勝雄教授(右二)前往索國中央醫院

▲
  髖關節置換術
骨科專科醫療團前往索國執行第一例膝關節及

▲

鍾飲文院長與衛福部訪團共同前往索國視察計畫執行進度，
並拜會索國衛生部部長Tautai Agikimua Kaituu（前排中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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