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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医院开始试用一种新的
非药物疗法，将饶有趣味的魔术
融入康复护理，以更有效地帮助
患者提升行动能力和心理健康，
这项创新方法未来也计划推广至
更多医院。

这个试验计划是慈善机构连
氏基金会与陈笃生医院的合作项
目，目的是探索如何将魔术作为
一种互动和治疗的工具，让魔术
可以如同艺术和音乐，丰富医疗
体验并提升康复效果。

为不同护理性质
设计合适魔术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告诉
《联合早报》，医院对很多患者
来说是孤独、令人生畏的地方，
让他们感到精神受压和无助。在
护理中增加轻松元素如魔术，可
以帮助医护人员迅速与患者建立
融洽的关系，让患者感到心安。
此外，这可促进患者与他人的互
动、刺激思维，增强他们的控制
感和信心。

为医护人员开班授课的魔术

师阮耀嶙（37岁）拥有新加坡国
立大学的心理学硕士文凭，他针
对不同的护理性质设计合适的魔
术。

例如，在陈笃生医院综合医
疗护理中心的病房里，护士照顾
的多数是年长者，他于是教导护
士将围巾变色的魔术。护士会让
患者拿着围巾不停摇动，这一来
手臂会大幅运动，如同传统的物
理治疗。他们手上的围巾会在晃
动之中改变颜色，这个趣味效果
让患者更有动力。

阮耀嶙解释，魔术是可以迅
速与患者破冰的心理策略，可以
更快建立起医患之间的信任关
系，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从而
为后续治疗和沟通创造更好的条
件。

邱德拔医院的职业治疗师及
参与老年护理的义工也向阮耀嶙
学习这类可帮助医疗护理的魔
术。

下个月，连氏基金会也将为
竹脚妇幼医院儿童服务部门的医
疗人员开办魔术班。

陈笃生医院护士杜垲霆（26
岁）在综合医疗护理中心病房工

作，看护的患者九成是失智症年
长患者。她今年3月开始学习魔
术，她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很好奇，什么魔术可以帮到病
人？”

杜垲霆学会了围巾变色术，
除了向患者表演，还教他们变
魔术，借此激励他们用双手做
“甩”或“拉”的动作，训练肌
力，促进他们的行动能力。

魔术还有助于转移一些失智
症患者的注意力，例如，一些患
者每五分钟就会要求上厕所、频
频下床等，有趣的魔术有助于解
决这些问题行为。

陈笃生医院内也举办魔术表
演，邀请患者的家人来欣赏，让
这些年长患者有成就感。

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治疗
魔术可助缓解患者情绪

陈笃生医院高级心理学家陈
文水（48岁）也利用魔术，向抑
郁症与焦虑症患者传达特别信
息。

“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往往
很难改变想法，或抗拒改变生活
方式，我利用魔术技巧把手中的
球变不见了，患者看了感到惊
讶。我这就向他们传达了一个信
息，就是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不必总是消极地看待事情或处
境。”

陈文水说，尽管魔术不可能
完全取代传统的心理治疗，但变
魔术所需的道具小，也不用花太
多时间，却可以破冰和缓和气
氛，让患者解除心防，愿意说出
内心的担忧和想法，这对于治疗
很重要。

魔术走入医院 创新护理点亮康复路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指出，医院对很多患者来说是孤独、令
人生畏的地方，让他们感到精神受压和无助。在护理中增加轻
松元素如魔术，可以帮助医护人员迅速与患者建立融洽的关
系，让患者感到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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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医疗研究团队取得重大
突破，把酵母培养成“最佳药剂
师”，服用后可在人体内自动制
药并调节剂量，既提升药效，也
降低副作用。这一成果为精准医
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一般情况下，医生会根据病
情，开出固定剂量的药，患者须

定期复诊，以便评估药效和调整
剂量。但人体对药物的反应可能
难以预测，若能实时评估并即时
调整剂量，治疗效果将大幅提
升。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
学院星期一（12月16日）发文告
说，研究团队通过生物工程技
术，让酵母菌（yeast）具备“药
剂师”功能，在人体内自动调节

药物剂量。
这项创新突破与现有的微生

物科技（microbial biotechnology）
不同，后者多集中在单细胞生
物的应用，国大团队则是把酵
母菌，大量繁殖成微生物群落
（microbial communities），以具
备更复杂的功能。

研究员针对个别病患的病
情，设计出不同功能的酵母菌，

让病患口服。酵母菌进入人体消
化道后，可根据体内的疾病标志
物，自动制药并调整剂量。

疗法不适合对酵母过敏病患
当致病成分较多时，酵母菌

会自动增加药物产量；反之，若
致病成分减少，酵母菌会降低剂
量，直到病情痊愈、致病成分完
全清除。

这意味着病人服用酵母菌
后，能即时获得所需的精准药物
剂量，避免剂量过多或过少的问
题。

国大合成生物学临床与技术
创新中心与杨潞龄医学院合成生
物学转化研究中心和生物化学部
门主任张旭副教授说：“这种人
工改造的智能酵母，可以彻底改
变控制微生物群落的方式。群落
独立分裂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因
此可以分工合作，减轻细胞的负
担。”

酵母菌的副作用少，通常在
一周至两周后会通过消化系统排
出体外。然而，对酵母过敏的病
患，不适合使用这种治疗方法。

这项研究正处于概念验证
（proof of concept）阶段，还须进
行更多测试，预计多年后才能广
泛使用。

下一步，研究团队将继续优
化酵母菌如何根据不同疾病标志
物做出精准反应，并进一步探索
利用酵母菌治疗特定疾病的可行
性。

国大研究让酵母当“药剂师” 在人体内自动制药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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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笃生医院护士杜垲霆（右）用魔术跟年长失智症患者互动，教他们动手变魔术，借此活动双手以保灵活。
（梁麒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