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宥宥的媽媽來自臺東，有一天意外發現

自己懷孕了，全家人都好開心，喜悅的迎接即

將來臨的小生命。哪知道懷孕滿三十周時，一

場突發性的劇烈腹痛來襲，醫生緊急進行剖腹，

發現小嬰兒的狀況非常不好，來不及感受迎接小生

命的喜悅，媽媽的左側卵巢被發現惡性腫瘤，而且

已經破裂，必須立刻治療；小宥宥則從臺東被轉送到

百里之外的花蓮慈院緊急搶救。

分隔百里的母子，各自與病魔奮鬥……

即時通訊繫親情　母子心連心

二○一五年九月十六日，只有三十周的早產兒小宥宥被送到

花蓮慈院，入院時體重只有一千三百零四公克、身長四十二公

分，由兒童急重症科主任張宇勳收治。小宥宥除了嚴重的呼吸窘

迫症候群，需要透過高頻呼吸器來維持呼吸，還出現三到四度的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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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牽掛
因 無距愛

  花蓮慈院
早產兒宥宥照護紀實

文／魏瑋廷   圖片提供／林美芬



室內出血合併抽搐，情況非常危急。住

院第二天時，家屬就含淚簽署放棄急救

同意書。

因為小宥宥還出現水腦症狀，住院第

九天，緊急會診神經外科，由陳冠斌醫

師進行腦室外引流管放置手術。「在我

二十一年的護理生涯裡，第一次照護這

麼小就置放腦室外引流管的小寶寶。」

護理師林美芬心疼的說。

「如果我的小孩病得很嚴重，身上

插著氣管內管，要依靠升壓劑維生，而

我自己要留在臺東接受癌症化學治療，

如果我是這位母親，我會有什麼感受？

我最、最、最希望也最需要的，是什

麼呢？」林美芬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的

問自己。「我要為他們母子留下些什

麼……」她決定為小宥宥和媽媽建立起

時時刻刻的連繫，讓母子不因相隔百里

的距離而產生疏離感。

在取得家屬同意後，林美芬用手機

幫保溫箱裡的小宥宥記錄下照護過程中

一點一滴的成長。例如：第一次睜開眼

睛、動動小手小腳、做鬼臉等可愛的樣

子……，再透過「LINE」（通訊應用程
式）傳給媽媽。

影片中小宥宥的一顰一笑，牽動著遠

在臺東媽媽的心，這條心與心的連結，

讓她覺得孩子似乎就在身邊。媽媽說，

謝謝美芬傳來的每張相片、每段影片，

這些都是遠在臺東的她和家人最大的動

力，也是她撐過辛苦的化療過程的依

靠。「宥宥很努力，我也要堅強！」

主治醫師張宇勳主任曾為家屬「心

理建設」，小宥宥的預後狀況不是那麼

理想，最壞的情況，可能救不起來；即

使救起來了，也可能要在床上度過一輩

子。家屬說：「這些我們都明白。但是

宥宥還在努力，看著他的努力與堅持，

我們只能祈求奇蹟，我們不想放棄！」

媽媽：「有什麼我能為宥宥做的呢？」

美芬：「讓宥宥覺得你們在他身邊。」

媽媽：「那我可以帶些什麼東西給他

呢？」

美芬：「可以準備一些有你們的味道與

聲音的物品。」

於是小宥宥爸爸從臺東帶來了媽媽親

手用舊襪子縫製的小翻身枕、抱枕，以

及薄布巾，還有家人錄製給孩子的話與

祈禱。美芬將小宥宥使用這些東西的照

片拍下來給家屬看，媽媽很欣慰，「謝

謝，宥宥有用到就好，真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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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從臺東帶來了媽媽親手用舊襪子縫製的小

翻身枕、抱枕，以及薄布巾，讓宥宥感受媽媽

的愛。



順利出院　醫療與親情的奇蹟

在醫療團隊的努力下，小宥宥的病情

獲得控制，也穩定下來，已經可以逐漸餵

食。媽媽在接受化療前先保存了部分母

奶，當小宥宥的狀況越來越好，食量開始

增加時，預先保存的母奶也快用完了。

美芬詢問：「你還有蒐集母奶嗎？」

媽媽：「沒有了，我現在做化療，宥宥

也不能喝我現在的母奶。」

美芬：「之後有打算怎麼做嗎？」

媽媽：「只好……請別人幫忙了。」

一字一句的回應，是宥宥媽媽那分

無法透過自己的力量，來照顧孩子的無

奈，那樣的心痛，讓同樣身為母親的美

芬感同身受。

早產寶寶一開始都是透過「餵食管」

及「餵食空針」來完成餵食動作。隨著

宥宥的狀況越來越穩定，已經能開始用

嘴巴吸吮，透過奶瓶進食了！預留的母

奶用完後，媽媽一開始是向親戚朋友募

集母奶，但是沒有低溫消毒的母奶，在

溫熱後其實腥味是很重的，小宥宥用手

推了推奶瓶，還做了鬼臉，這些可愛的

抗拒小動作，林美芬都透過影片傳給媽

媽。

美芬分享母乳協會的網址以及母乳

庫的申請方式，讓媽媽很快申請到母乳

庫的母乳。新一批經過低溫消毒過的母

奶，腥味少了許多，小宥宥喝到都捨不

得「放嘴」呢！媽媽看到影片，也開心

的笑了！ 
隨著這樣的連結與接觸，慢慢的，家

屬對小宥宥的狀況也越來越熟悉，住院

時情況雖然相當危急，在醫療團隊照護

兩個月後，小宥宥於二○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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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溫箱裡，有著一雙大而雪亮眼睛的宥宥，一

直很努力與病魔奮鬥。

花蓮慈院兒童急重症科主任張宇勳醫師表示，

看到曾經生病的孩子一年一年長大，就是對兒

科醫師最好的回報。攝影／黃思齊



十四日順利出院了。之後，固定每月一

次回花蓮慈院回診，由小兒部賴佩君醫

師接手照護，還會到兒童復健發展中心

上課，學習肢體活動的復健運動。

補起拼圖的缺角　讓家屬不遺憾

其實，透過科技來維繫小病人與病房

外家屬的親子情感，這並不是林美芬的

首位個案。「第一個小病人現在應該要

上小學了吧！」美芬說，那時候還不是

智慧型手機的年代，她就用傳統手機拍

照紀錄小病人的小小細微動作，再透過

藍芽傳給前來會客的家屬。「就是會很

感動，覺得小朋友這麼可愛、為生命奮

鬥的樣子，家屬怎麼可以沒看到呢！」

即使多做這些紀錄，會讓她下班後

還在忙碌，休息時間更少了，她還是樂

此不疲。「小寶寶在離開母體後，生命

旅程就開始了，面對需要住院治療，無

法親自照護的早產兒，是彼此生命拼圖

的一塊缺角」，美芬希望能透過影像傳

送，讓家屬知道小朋友在醫院成長的情

況，「我希望能幫忙將那塊拼圖裡的缺

角，補起來，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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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十四日媽媽帶著宥宥回花蓮慈院檢查

眼睛，圖為李原傑主任詳細檢查宥宥的瞳孔。

攝影／魏瑋廷

出院回家的宥宥，情況愈來愈好，不但愛笑，還有著長長的眼睫毛呢！



我總是上大夜班，夜深人靜的新生兒

加護病房，除了我燃燒的肝，步步逼近

小病人的病魔，還能有什麼呢？有的，

有驚喜：啊！娃娃睜開眼睛了；有感動：

寶寶終於可以自己完全把奶從嘴巴喝完

了！新生命猶如「海角七號」中所形容

的彩虹，任誰看了都要讚歎一聲：啊！

是寶寶欸！

早產兒由出生到出院的時間，數周到

數個月不等，這段期間的成長，家屬若

是無法日日探視，將會遺漏多少的感動

與驚喜？拜科技所賜，我將深夜被精靈

感動的剎那擷取，化為他們生命中的一

幕永恆…… 
小宥宥剛入院時，除了氣管內管使用

高濃度氧氣，兩條中央靜脈輸液導管分

別給予強心劑和全靜脈營養外，周邊靜

脈導管輪替滴著抗癲癇藥與抗生素、心

臟動脈導管結紮手術不滿一週的傷口、

疑似壞死性腸炎脹大的肚子，抽搐發作

再加上主治醫師再次確認的腦部超音波

報告：右側腦室出血、左側腦部有血

塊……聽到交班內容的我，心裡就想：

如果我是這位媽媽，我會有什麼感受？

我最需要什麼呢？我決定為他們留下些

什麼，不管未來會如何。

趁著照顧小宥宥之際，以手機拍下他

眼睛張開的模樣，傳送簡訊給媽媽，詢

問是否同意我的拍攝，並聲明會注意隱

私。她同意了，並由她決定使用 LINE
通訊軟體分享小宥宥的影像及概況。因

此，九月十八日我們開始了「心」的連

結。

兩個月來，我善用科技的便利，用手

機為小宥宥紀錄下成長過程，讓遠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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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溫情

造奇蹟
文／林美芬　花蓮慈濟醫院兒科加護病房護理師



東的家屬不會錯過他的成長，並預先做

出院準備，讓家屬了解孩子的習性以便

日後照護，也是重要的事。

看到孩子在夜裡活動的影像，媽媽

說：「我們去看他都在睡，每次摸他，

好像都不舒服，他好像怕癢是嗎？」我

解釋：「早產兒很敏感，摸他要慢慢的，

用輕柔穩定的力量。」我笑說摸寶寶之

前得先「拜碼頭」。

媽媽開心地回應：哈哈！「拜碼頭」

什麼意思？「撫摸之前要先出聲音喊

他，然後輕輕握住小手，剛被喊醒的小

朋友會伸懶腰，為了避免身上管路被不

小心揮落，我們要用手稍稍制止，看起

來像跟護士阿姨打太極拳。」媽媽說：

「你們的相處好可愛、他真的很調皮，

看到妳傳的影片，我們才放心。」

小宥宥出院後，我詢問返家情形，媽

媽說很好，在適應中。十二月六日即將

出院滿月時我再度追蹤，媽媽分享了小

宥宥在家裡肚子餓撒嬌的模樣，一切都

比當初入院時評估出來的預後，好太多

太多了。

目前，媽媽已完成最初化學治療療

程，定期門診追蹤，今年五月剛過完屬

於他們的第一個母親節。我問：「妳祈

求的奇蹟實現了嗎？」她說：「實現

了，我們不敢相信有一天真的可以帶他

回家。」真棒！我們參與了死神與病魔

陰影下，映襯著「愛」清晰身影而成的

奇蹟。

在這個照護過程中，我獲得了非常多

正向能量，促成讓我持續用這樣的模式

和無法時時探訪早產兒的家屬互動，科

技的便利並非僅只是唾手可得的資訊娛

樂，善用其所能，我相信科技能發揮的

力量更強大，身為大夜班護理人員，也

不只是一隻夜貓子，深夜時間所帶來的

獨特性與重要性，讓我也能與家屬在相

隔百里、素未謀面的情形下，同樣守護

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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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大 夜 班 的 林 美 芬 護 理 師（ 左 ） 都 是 透 過

LINE，跟遠在臺東的宥宥媽媽（右）聯繫，一

直沒見過面。當了八個多月「網友」，今年五

月宥宥來回診時，兩人終於相見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