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患素食餐
食材：穀類、蔬菜、水果、豆類、堅果、
蛋和植物油，每天交互使用。偶爾添加奶
油。

主食種類：白米飯、糙米飯、五穀飯、麵
條、清粥、饅頭



炒紫茄 蘆筍炒甜椒

青花菜、
紅蘿蔔拌
香菇

枸杞紫菜湯

鮮切水果盤

麵素火腿捲豆腐



湯頭和點心



腰果、香菇、枸杞藥膳湯



本院住院病人用餐選擇

訂普通盤

餐、治療

餐、流質

餐、月子餐

等

38%

由家屬準備

（如自行烹

煮或至美食

坊購買）

25%

其他（如禁

食等）

18%

訂管灌伙

19%

Ordering patient's meal NG diet Family brought meals NPO



葷素皆可

 (但每餐必

須有肉)

30.6%

蛋素

1%

葷素皆可（

住院看病期

間，可接受

醫院提供之

素食餐）

58%

蛋奶素

3.7%

全素

6.7%

台北慈院病人飲食習慣



大愛美食坊蔬食餐點
 蔬食自助餐（菜色超過100種）
 雲泰料理
 火鍋
 麵食類
 台灣傳統小吃
 日式料理
 韓式料理

有200多種選擇



4 年總計 (2006 ~ 2009 ) 

病患供餐: 500,765 份

素食餐 : 6,592,692 份

總供應量: 7,093,457 份

全院供餐數



種 類 紅肉

(豬肉, 牛肉)

禽肉 海鮮

二氧化碳產量 (kg 

CO2/kg product) (A) 19.7 4.3 8.5
國人肉食消費百分比

(B)
49% 16% 35%

肉食1公斤產生二氧化碳（CO2）計算公式:

19.7 * (0.49) + 4.3 * (0.16) + 8.5 * (0.35) = 13 kg CO2

(A)資料來源： Carlsson-Kanyama and Gonzalez, Am J Clin Nutr (2009)

(B)資料來源： Taiwan’s National Nutrition Survey (2005 ~ 2008) 

肉食對大氣的影響



國人每餐平均肉類含量約 100公克。過去4年，台北
慈院推廣7,093,457份素食餐，相當於減少709,346 

kg食肉量（ meals * 0.10kg meat = 709,346 kg meat

）

進一步依照公式換算，約減少922萬公斤二氧化碳排
放量（709,346 kg meat x 13kg CO2/kg meat = 

9,221,498 kg CO2）

台北慈院推動素食成效，平均
每年減少約230萬公斤碳足跡





淨灘活動

淨山活動





大家合心協力
把垃圾變黃金

藥師節活動

雖然天氣很冷
做環保的心卻很暖和！

不只自己做環保，連家人也一起來！



98年11月醫師節—新店屈尺環保站



98年11月醫師節—新店屈尺環保站



98年11月醫師節—新店屈尺濛濛淨湖

























蒸汽熱回收與消毒鍋效率提升等措施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97.09 97.10 97.11 97.12 98.01 98.02 98.03 98.04 98.05 98.06 98.07 98.08 98.09 98.10 98.11 98.12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3862.79

2658.58

0

2000

4000

改善前 改善後

降幅31%

單位：公斤

執行減量前，平均每月3862.79公斤，

佔全院生物醫療廢棄物總比例21.54%。

執行減量後，平均每月2658.58公斤，

佔全院生物醫療廢棄物總比例15.25%。



病患隱私資料

小藥瓶回收

人工腎臟

再製成塑膠製品

製成回收紙再利用

陶瓷磚製品原料



針對廢棄物清運及分類狀況進行稽核

舉辦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事業內部環保觀念之推行及具體作為

針對院內同仁及外包廠商舉辦在職教育訓練課程

院部主管持續推動回收並鼓勵院內同仁前往資源回收站做環保



環境管理之具體作為
以生物醫療廢棄物為例

稽查廢棄物清運過程是否符合規定

存放於冷凍櫃中

填寫單位.日期.重量

跟車查看廢棄物運送過程



740,754

691,467
679,893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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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97年 98年

96~98年廢棄物產量直條圖

設置廢棄物
分類桶

落實各項分類及廚餘回收



96年

154,799

97年

187,914

98年

188,055

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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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8年資源回收再利用直條圖

96年廢棄物與資源回收比例

廢棄物
83%

資源回收
17%

98年廢棄物與資源回收比例

廢棄物
78%

資源回收
22%

單位：公斤







減廢與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具體做法與績效

影像攝影、公文及請款作業等皆採用電子化作業流程

自備環保餐具，自攜手帕 餐廳全面使用美耐米餐具





回收利用、再創紙張新生命~~

克己復禮 身體力行~



從啟業至今，台北慈院同仁力行環保。
社服室及人文室至今持續使用回收紙張。



美雲師姊假日前往環保站做環保，整理回收紙帶回辦公室使用
，並請環保站將紙張送至醫院，每ㄧ張紙都經過志工去除訂書
針、裁剪成為可用的紙張，給予紙張新生命。(回收迴紋針、檔
案夾、訂書針、捐款收據紙邊再利用)



藥劑科堅持環保
感恩、回饋地球



「藥」命的水
 2008天下雜誌估計國內每年浪費

掉的藥物多達36公噸，價值近新

台幣3億元，虛耗健保資源。

 大漢溪抗生素濃度，為歐盟制定

必須進行環境風險評估的7500倍

 新店溪止痛藥和雌激素、咖啡因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大德廢棄藥品不能再給其他病人用，除了
回收銷燬還能怎麼處理?



我們要做好社會的環保，也要做好內心的環保
利用大德廢棄藥，設置模擬調劑台



利用廢棄紙箱，製作
好用收納盒



冷藏藥保冷劑回收再利用
確保住院病人用藥品質



回收藥品包裝外防震泡棉
以備不時之需



捆箱塑膠藤也有延續物命的可能



政府頒發環保獎項

97年度事業廢棄物與再生
資源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
再利用績效優良獎「特優」

廢棄物減廢觀摩會





98.10.23

98.11.06

98.11.17

98.11.23

98.12.01

98.12.16

99.01.08

推展戒菸團體衛教

戒菸種子訓練課程

設計『住院病患個別性戒菸衛教指導』計畫

製作戒菸衛教指導手冊、各類表單、向病房
單位主管宣導

8A、12A計畫試行

平行推展內、外科病房（共10個病房）執行
『住院病患個別性戒菸衛教指導』計畫、登記
住院中吸菸病患人數、轉介戒菸門診人數

修訂完整計畫開始登錄抽煙病患住院前、住
院中、住院後抽菸支數

每週列為大院長室會議追蹤



同仁利用下班時間參與『戒菸種子訓練課程』



種子成員於單位宣導戒菸活動流程及執行方式



工具：戒菸衛教指導手冊及禁煙標語



單位同仁於臨床對住院吸菸病患做戒菸衛教指導



護理實習生也參與戒菸團體衛教



每班交班吸煙病患每日抽煙支數登記及衛教情形



TPR單最後

一行，呈現

吸菸情形

TPR單呈
現吸菸情
形

病患每日抽煙支數登記於TPR sheet並每班交班



衛教後成效

月份
住院中吸菸病人住院
前吸菸支數（A）

吸菸病人如果未勸阻，
住院中可能會抽支數（B）

住院中吸菸病人住院
後吸菸支數（C）

1月
13005支

（14.3支/人）
5411支

（5.9支/人）
981支

（1.1支/人）

2月
19633支

（21.6支/人）
10068支

（11.1支/人）
1098支

（1.2支/人）

3月
19770支

（17.9支/人）
8030支

（7.3支/人）
1344支

（1.2支/人）

4月
25233支

（18.4支/人）
9027支

（6.6支/人）
2993支

（2.2支/人）

5月
20119支

（19.0支/人）
9667支

（9.1支/人）
1262支

（1.2支/人）

6月
14277支

（15.1支/人）
7234支

（7.6支/人）
639支

（0.7支/人）

7月
13142支

（16.3支/人）
6514支

（8.1支/人）
1092支

（1.4支/人）



月份

因生病自動減少的支數
（生病的嚇阻）

A-B

住院前後
吸菸數之差異

A-C

因住院自動減少會吸菸的支數後，
再因護理同仁衛教後吸煙數之差異

（衛教成效）
B-C

1月
7594支

（8.3支/人）
12024支

（13.1支/人）
4430支

（4.8支/人）

2月
9565支

（10.5支/人）
18535支

（20.4支/人）
6970支

（7.7支/人）

3月
12090支

（10.9支/人）
19112支

（17.3支/人）
6978支

（6.5支/人）

4月
16209支

（11.8支/人）
22240支

（16.2支/人）
6031支

（4.4支/人）

5月
10452支

（9.9支/人）
18857支

（17.8支/人）
8405支

（7.9支/人）

6月
7043支

（7.4支/人）
13638支

（14.4支/人）
6595支

（7.0支/人）

7月
6628支

（8.2支/人）
12050支

（14.9支/人）
5422支

（6.7支/人）

衛教後成效



99年1-7月戒菸衛教成效

住院病患
吸菸人數

住院病患
吸菸比率

轉借門診率

1629 11.1％ 8.3％



99年1-7月戒菸衛教成效

因生病自動減少
的支數（生病的

嚇阻）

A-B

住院前後
吸菸數之差異

A-C

因住院自動減少會
吸菸的支數後，再
因護理同仁衛教後
吸煙數之差異
（衛教成效）

B-C

69581支
（9.6支/人）

116456支
（16.3支/人）

44831支
（6.4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