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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姑娘阮氏，二十歲時第一次出國，也是嫁到臺灣的新開始。

期待與不安，是絕大多數和她有一樣背景的外配心聲，但阮氏更多

了一份害怕。初來乍到的她，身體就不聽使喚，原以為只是水土不

服所引發的頭痛、呼吸喘、嘔吐等症狀。新婚先生體貼地在辦完婚

禮後，立刻帶她到花蓮慈院看病，沒想到，竟然被診斷出罹患了「第

一型糖尿病」。很難想像，婚禮一辦完，新娘就住院，新婚第一周

只好在醫院渡過。

近年來，新住民已成臺灣很重要的生力軍。尤其在社經環境稍屬

後段班的花東，新住民扮演新生代不可或缺的要角，不論在提升生

育率與勞動付出、經濟發展上可謂貢獻良多。因此，新住民身分的

取得逐漸便民，在醫療上政府也多加照顧，納入健保，更貼進民眾

需求。

第一型糖尿病，也就是所謂的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約佔國內所

有糖尿病患者的百分之三。大部分的第一型糖尿病是屬於自體免疫

疾病，發病以孩童及青少年最常見，而且病人通常身材削瘦，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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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好發於中老年人

與肥胖者。由於病人的胰臟無法分泌足

量的胰島素，所以它們必須接受胰島素

注射治療。雖然第一型與第二型糖尿病

在治療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病程中所

導致的慢性併發症卻都相同，只是第一

型比較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罹患併發症的

機率較高。

阮氏剛開始到醫院時，主訴是疲倦與

極度口渴，到急診室驗出的血糖是五百

（毫克／分升），也測量血中含有相當

濃度的「酮體」。酮是一種當胰島素缺

乏，血糖升高時所生成的酸和毒素。血

液中大量的酮可以導致危及生命的病

症，並稱為糖尿病酮酸中毒 (DKA)。糖
尿病酮酸中毒是一種急症。阮氏住院後

再安排其他檢查，確診是第一型糖尿

病。

還記得在病房看到他們夫妻單純卻

有點茫然的臉龐，阮氏的先生講話有點

不清楚，反應也有點慢，不過卻百分之

百願意配合協助太太的胰島素注射，也

不嫌麻煩。雖然他們住在花東交接的山

腳，卻不辭辛勞，每星期、或每個月回

診追蹤都百分百報到，阮氏血糖也都還

穩定。不過糖尿病的控制，飲食、運動

及藥物服用都相當重要，因為還是有點

擔心她在家中的飲食與生活情形，於是

就著手安排往診。

某個周六下午，我找了衛教師與社

工，前往兩個小時車程外的阮氏夫家。

一如往常，夫妻倆憨厚熱情地相迎，忙

不迭拿出血糖紀錄本讓我看，我也仔細

詢問阮氏的飲食細節。正當相談甚歡

時，內屋突然傳來大聲的臺語吆喝：「來

到這裡就生病，沒效啦！」從內室緩步

而出的婆婆，先淡淡地看了他們夫妻一

眼，再客氣地跟我們寒暄幾句，就自顧

自做起手邊的工作，絲毫沒參與我們與

病患夫妻間有關糖尿病衛教的討論。就

在這略為詭異的氣氛中，我們完成了約

一小時的糖尿病飲食衛教。

離開前，阮氏的先生開心地送我們到

門口，感謝我們專程到他家解釋第一型

糖尿病治療情形，還提醒他身為家屬所

需要配合的地方。臨上車前，阮氏的婆

婆走了出來，斜倚在大門上，終於小心

翼翼地提出了疑問：「得這種病，不會

生了吧？之前婚顧仲介沒注意，幹嘛配

這種給我們？」

我向她說明，糖尿病不是傳染病，所

以不會傳染，但可能會遺傳給下一代。

不過，胰島素依賴型（第一型）糖尿病

病人的子女，得到糖尿病的機會跟一般

人一樣。但非胰島素依賴型（第二型）

糖尿病患者，子女得到糖尿病的機會反

而較高。

確實，糖尿病患者懷孕的風險較一般

孕婦來得大，需要更多專業的醫療團隊

來照顧孕婦及胎兒。但只要在嚴格監督

下正確的飲食、做好藥物控制，就能降

低母親與胎兒的合併症，確保母子健康

與安全，大多數糖尿病孕婦一樣可以健

康地擁有正常的下一代。

所以，糖尿病患是可以結婚生子的。

雖然目前第一型糖尿病無法治癒，但是

它卻是可以一輩子良好相處的病。比起

那些無法治療的絕症，糖尿病的控制大

多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只要能保持適

量的飲食，運動並依照醫生指示定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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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胰島素，病友們還是可以和第一

型糖尿病一輩子和平相處。不論是就

學、就業、交友、結婚、生子，同樣

可以享受和其他人一樣的家庭生活，

過著美滿幸福的人生。因此，糖尿病

人的伴侶也應該以很理性的態度，與

家人互相扶持，共同面對第一型糖尿

病。

到阮氏家拜訪往診之後，阮氏仍固

定回門診治療，血糖控制也很好，之

後就轉診到就近醫療院所就診，不知

道現在他們是否有小寶寶了？雖然阮

氏意外嫁到臺灣，意外發現得到糖尿

病，但由這個故事可以得知，糖尿病

真的不會影響一個人的生命規劃，也

不該成為人生的絆腳石！

【白袍省思】

在現代，都是病人來醫院看醫生，而以前則都是醫生到家裡去看病人，就叫「往

診」。

臺灣早年的醫師，經常是騎著一輛腳踏車，提著一只醫藥箱，就用兩隻腳「凸」

全庄頭。

慈濟醫療往診多年，深入窮鄉僻壤去診視病人，不但治病、施藥，也提供衛教，

更能真實了解病人的狀況，醫病之間產生如良師、如益友，甚至如親人般的溫馨情

感。

青春年華突然罹患第一型糖尿病，不少病友面臨難以嫁娶、職務不保、家庭糾紛

的疾病歧視，醫護人員在此時，要做的不僅是健康照護，有時更需要前進到第一線

做家庭諮詢，提供真誠及時的專業，膚慰病人及家屬轉念走出困境。

《靜思語》：「人生無法掌握生命的長度，卻能自我拓寬生命的寬度與厚度。」

意外的人生，意外的疾病，因為有了正確的醫藥治療與衛教引導，使得這一家人不

至於因為認知上差異，而導致改變一生幸福的意外抱憾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