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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來， 

澳洲皇家

飛行醫療服務隊

深入不毛，

為澳洲偏遠

地區居民服務

一
直以來，澳洲內陸都是一片酷熱荒漠，浩瀚無際，補給上的困難，往往令當地居民的基

本民生需要得不到滿足，特別是醫療服務。

澳洲皇家飛行醫療服務(Royal Flying Doctor Service)於一九二八年成立，深入內地荒

漠，為與外界隔絕的原居民和非原居民提供服務。

為慶祝成立八十周年，服務隊早前在李嘉誠基金會的資助下，於南澳省偏遠地區展開了大型的健

康計劃。

基金會承諾資助這項為期十年的健康生活教育計劃，於內陸地區推廣、鼓勵和支持健康生活模式。

基本上，服務隊將積極推廣多做體能運動和改善飲食的好處，並定期向當地居民提供重要的健康

教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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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活教育計劃的服務對象是一千名生活於      偏遠地區的居民。

服務隊被譽為全球最大型及服務最全面的飛行醫療機構，

而基金會提供的三百萬澳元(約二千二百萬港元)贊助，是服

務隊有史以來獲得的最大筆同類捐獻。

這項計劃的管理委員會主席杜諾(Peter Tulloch)說：「澳洲

皇家飛行醫療服務隊為在澳洲偏遠地區生活、工作和旅遊的

人士提供救援服務。

「李嘉誠基金會在全球推廣教育、醫療及慈濟事業的歷

史悠久，並致力支持能促進社會發展的創新項目。我們深

信，這項長期計劃將為澳洲內陸偏遠地區的社群帶來莫大

裨益。」

杜諾也是南澳省電力公司ETSA Utilities和另外兩間澳洲

電力公司Citipower和Powercor的主席。長江基建集團有限

公司與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持有該三家公司的大多

數權益。

服務隊為表揚李嘉誠基金會的慷慨支持，把一架醫療設備齊

全的Pilatus PC-12飛機髹上基金會的名字。然而，由於計劃的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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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活教育計劃的服務對象是一千名生活於      偏遠地區的居民。

澳洲皇家飛行醫療服務隊
為在澳洲偏遠地區生活的居民
提供醫療救援服務，
和推廣健康生活方式。

服務對象是許多細小的社區，故兩名全職專業醫療人員

通常是駕駛汽車，穿梭往來南澳省的北部和西北地區。

該計劃的服務對象是生活於偏遠地區如烏德納達塔

(Oodnadatta)、伍默拉(Woomera)和馬里(Marree)的一千

名參加者。這些社區的總人口合共約一萬人，隨ئۆ計

劃日漸成熟，將招募更多當地家庭加入。

澳洲皇家飛行醫療服務中央營運健康服務總經理

石爾(John Setchell)醫生說：「一些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以南澳為基地。 

**航空醫療撤離包括緊急撤離和醫院轉送。

數據統計

 每天 每年 每天 每年

病人數目  141  51,391  665  242,547 

航空醫療撤離* * 21  7,604  96  35,089 

飛行里數 (公里) 12,330  4,500,336  59,492  21,714,595 

降落基地數目  35  12,706  178 65,074 

醫療探訪  10  3,506  34  12,247

電話諮詢  37  13,439  207  75,439     

     
  中央營運*  全國

服務範圍 
(百萬平方公里)  2.3  7.15

僱員人數  120  705 

飛機數目  11  47 

航空基地數目  3  21 

醫療設施數目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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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工作不單是治病療傷，也  包括改善生活方式、運動和飲食。

看似簡單，但卻影響深遠。即使如步行這類基本的體能運

動，也能為健康帶來重大的ئۆ益。李嘉誠基金會的長期支

持，讓我們可以改變跨代的生活模式，從而改善當地居民的

整體健康。」

服務隊意識到偏遠地區的居民往往未能獲得健康資訊，而

當地的資源也不足夠。

澳洲皇家飛行醫療服務中央營運行政總裁連治( John 

Lynch)說：「我們一方面要掌握這個項目如何配合當地居民的

需要，另一方面要取得財政資源來推行這個有意義的計劃。

「李嘉誠基金會的捐助對我們深具意義。服務隊將愈來愈

重視這種積極推廣健康生活的計劃。」

該計劃將定期評估每名參加者的身體狀況轉變，並透過指

導和支援，鼓勵他們持之以恆。

在澳洲，相比生活於偏遠地區與城市的居民，以及相比原

居民與非原居民，可見健康狀況均存在明顯分別。是項計劃

的首要目標正是要縮小當中的差距。

透過研究與癡肥相關的疾病，可望令居

民減少出現糖尿病併發症、高血壓及各種

心血管疾病。這些成果將支持服務隊達成

進一步的目標，有助他們推行優質的保健

計劃，改善居民健康。

在基金會參與這個健康計劃之前，杜諾

曾到偏遠地區進行兩天考察。他說：「這

些社區的貧困情況令人驚訝，予人一種孤

立無援的感覺。這些偏遠地區紅土處處，完全無法耕種；居

民面對種種挑戰包括健康問題，令我感慨萬千。

「這些社區亟待改進，當地居民面對營養不良等生活問

題，令我不斷思索為何這個情況會發生在一個像澳洲般富裕

的國家。」

杜諾表示，是次考察令他深信有必要為偏遠地區的居民開

展一個健康計劃。他說：「一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基本需

求，但對很多人而言卻十分重要，對改善他們的生活很有幫

助。這種貧者越貧的惡性循環必須打破。」

服務隊在澳洲偏遠地區屢創救急扶危的「奇蹟」聲名遠

播，因而立刻吸引了杜諾的注意。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服

務隊在這些社區所發揮的強大作用，他們的工作不單是治病

療傷，更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運動和飲食。」

在《讀者文摘》過去四年的全國獨立調查中，服務隊兩度

獲選為澳洲最備受信賴的慈善機構。

連治說：「社會人士對服務隊由衷信賴，而這種信任也反

映於調查結果中。我們未必是每天曝光率最高的機構，但

我們的人員全年無休，不論晴天雨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隨

時候命。」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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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源流

們的工作不單是治病療傷，也  包括改善生活方式、運動和飲食。

左圖：ETSA Utilities主席杜諾介紹李嘉誠基金會
資助澳洲皇家飛行醫療服務隊的健康生活教育計劃，
他說：「這些社區亟待改進。」
右圖：醫療服務隊進入偏遠的地區，為兒童進行健康檢查。

全
球首個大型飛行醫療機構的成

立，促進了澳洲內陸偏遠地區

的發展。

澳 洲 皇 家 飛 行 醫 療 服 務 由 福 鄰 牧 師

(Reverend John Flynn)於一九二八年所創

立。於成立首年，服務隊共飛行了二萬八

千公里，為二百五十五名病人提供醫療協

助，拯救了四人的性命。

在此之前，於澳洲內陸偏遠地區生活、

工作或旅遊的人士若罹患重病或意外，往

往會難逃一死。但如果迅速得到醫治，很

多人可以拾回一命。

至今，服務隊繼續為人煙稀少和氣候惡

劣的大片地區提供基本的醫療和急救服

務，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二十四

小時運作。

今年是服務隊成立八十周年。在本年度

內，他們將飛行超過二千一百萬公里，為

大約二十五萬人提供醫療協助，即每兩分

鐘幫助一個人。

作為非牟利機構，服務隊今天：

- 在澳洲營運二十一個航空基地；

- 管理六項偏遠的醫療設施；

- 維持一支有四十七架飛機的機隊，每架

飛機的成本為六百萬澳元；以及

- 僱用員工超過七百人。

雖然服務隊得到澳洲國家和省政府的支

持，但仍然十分倚重籌款活動和善長如李

嘉誠基金會的捐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