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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進步日新月異，但仍有難以突破的極限，

許多重症導致人體器官瀕臨敗壞，

為搶救生命，醫界絞盡腦汁，

發展出器官移植技術，

面臨絕望的生命終於找出一條活路。

重要器官如肝與腎，肝在部份切除後，仍能重新生長；

二只腎臟，只要保留一只亦能正常運作。

因此，除了腦死者可以捐贈器官之外，

活體移植手術也日臻成熟。

擔憂至親肝腎衰竭的人，

由此找到伸援相助的支撐點，

親人樂於捐出無損己身的器官，

幫助至愛的人健康地活在世上。

受捐者珍惜體內有形的愛，把握重生的契機。

在這裡，要告訴您，一對夫妻爭著捐腎搶救愛女的故事……

活腎移植母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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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縣吉安鄉大山下，受梅雨季影

響，往往是上午晴空萬里，午後層雲繚

繞，靜謐如仙境。對於甫接受腎臟移植

的黃繼瑩，以及移植腎臟給女兒的陳燕

汝，這裡是最適合靜養的家，男主人無

怨無悔忙進忙出，照護身邊最愛的兩個

女性，生性活潑好動的女兒黃繼瑩也不

遑多讓，完全放下昔日的習氣，乖乖地

過著規律的生活，讓雙親很訝異，也很

安心。

花蓮慈院自一九九七年至二○○六

年，活體腎臟移植共完成十三例，陳燕

汝與黃繼瑩母女是第十四例；也是今年

活體腎臟移植的首例。

消耗青春本錢  腎臟提早告衰

二十二歲的黃繼瑩是個勤奮工作、

喜愛交朋友的女孩，嬌小的身體活蹦亂

跳，充滿朝氣，連父母親都驚訝這個自

小身體底子不佳的女兒，怎會有如此大

的能量。為了多賺一點錢，年紀輕輕的

黃繼瑩兼了兩份差，靠勞力與時間掙

錢，雖辛苦卻充滿成就感。

但是，去年十一月，黃繼瑩因為時

常感到頭暈目眩，到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看診，吃了藥後覺得頭暈症狀好轉，便

不以為意地繼續工作。之後，因為發生

交通事故，她騎的機車被大貨車擦撞倒

地，跌傷的她到國術館醫治，跌打損傷

師傅幫她敷藥外，還說她的氣色不好，

建議她吃中藥調養身體。

於是，黃繼瑩開始吃補氣血的中藥，

只是連吃多帖中藥後仍沒起色，且氣色

越來越差；期間，又因為腸胃不舒服，

到住家附近的診所拿藥，診所的醫師說

她的胃發炎，給她吃消炎、止痛藥。當

時，她並不知道自己患有貧血，就乖乖

地吃藥，沒想到吃著吃著到最後竟然吃

什麼吐什麼，怎麼睡都睡不好。

一個月下來，最糟的狀況發生了，黃

繼瑩說，有一天輪到她上晚班，全身無

力的她原想請假休息，等體力恢復後再

上班；只是，極為想睡覺的她，躺在床

上竟出現無法呼吸的症狀，媽媽見狀趕

緊帶她到慈濟醫院台北分院掛急診，因

為她的血紅素一直下降，在轉進加護病

房後，醫師還一度發出病危通知。

台北慈院腎臟內科醫師洪思群檢查

文／游繡華、黃秋惠

存活率 1年 3年 5年

病患存活率 96% 91% 79%

*移植腎臟存活率 92% 88% 62%

*移植腎臟存活率：指新的腎臟持續發揮功能的時間。

 當移植腎臟失去功能時，病患仍可靠洗腎存活，因此有病患存活率與移植腎臟存活率之分。

  花蓮慈院自一九九七至二○○六年共執行五十九位腎臟移植，其中十三位活體腎臟移植，

四十六位屍體腎移植。

花蓮慈院腎臟移植存活率(199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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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黃繼瑩的腎臟有萎縮的現象，腎功能

衰退，造成她的全身水腫，且嚴重肺積

水，隨即以血液透析洗腎，才逐漸消去

她體內的水分；黃繼瑩說，因為水腫，

她的臉漲的圓圓的，身形彷彿大了一

號。出院後，黃繼瑩仍須每天在家做四

次的腹膜透析，以維持腎功能。

雖然比起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不用一

天到睌到醫院洗腎，是比較方便而不影

響生活作息，然而，二十出頭歲的女兒

要洗腎一輩子，看著父母的眼裡，真是

萬分不捨。

全台四萬人洗腎  六千人等腎

對於末期腎臟病患者的治療，除了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之外，第

三種選擇就是「腎臟移植」，也是擺脫

洗腎的唯一方法。

「腎臟移植」已經有超過半世紀的歷

史，是一項成熟穩定的技術。人類史上

第一例成功的腎臟移植是在一九五四年

的美國執行，捐受腎者是一對同卵雙胞

胎兄弟。然而臨床上需要進行移植者，

很少是雙胞胎，因此移植的機會很低；

隨著免疫抗排斥藥物、組織配對及手術

技術、器官處理方式的進步，腎臟移植

的對象主要以腦死病患為主要器官供應

者；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等洗腎技術的

進步，使得末期腎臟病患的存活率越來

越高、洗腎人口數越來越多，相對地期

待等到器官的數量需求也相對追高。

根據中華民國腎臟基金會公布的資

料，二○○六年度全台灣洗腎的人數總

計有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二人，較前一年

新增了五百多人，而在各大醫院登記換

腎的人數約有六千多人。

然而相對於等待換腎人數的眾多與

迫切，器官捐贈的數字顯得少得可憐。

根據台灣腎臟醫學會最新一期統計，二

○○五年的腎臟移植共四百五十四例，

在台灣進行的移植共二百五十八例，其

中腦死者捐腎一百八十例，活體捐贈

七十八例。四百多例腎臟移植之於六千

多人等待腎臟器官，這也是醫界為什麼

非常努力地推動器官捐贈的風氣，同

時，也鼓勵病患與家屬採用風險性極低

的活體腎臟移植。

全台灣的洗腎人口有四萬多人，其中登記等待換

腎者約六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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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爭相捐腎 多方考量母親勝出

黃隱青夫妻倆想起女兒就這樣需每天

在家裡做透析，正值青春卻無法去服務

人群、享受人生，怎麼也不忍！他們無

法理解女兒為何年紀輕輕地腎臟就出現

問題？黃隱青說，繼瑩是個在娘胎不到

七個月便急著出生的早產兒，出世時只

有一千七百公克，在保溫箱內躺了一個

多月才抱回家，從小到大就是不愛吃東

西，但是她活潑好動，長大以後，個子

小個性卻不服輸的她很愛打籃球，在學

校拿的第一張獎狀就是籃球優勝。回想

起來，他對於女兒的管教也特別多。

最後，夫妻倆爭相捐腎給女兒，他們

希望透過腎臟移植守護女兒的生命，也

讓女兒有機會迎接美好的人生。

然而，孝順、貼心的黃繼瑩並不想接

受父母親的腎臟移植，她憂心父母親日

漸年邁，她希望等待器官捐贈，不想父

母親中有人因為捐贈腎臟給她而失去健

康；但黃隱青夫妻倆的想法剛好相反，

他們了解到親屬的腎臟移植成功率高，

再加上過幾年，夫妻倆都過了活體器官

移植的18歲合適年齡，便在今年三月來

到花蓮慈院器官移植小組，由器官移植

父母爭相要捐腎臟給女兒，醫護人員能做的，就是詳細完整的評估何者比較適合，最後決定由母親捐

腎。圖為母親陳燕汝與女兒黃繼瑩手術前於病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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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接手，進行腎功能檢查及相關的器

官移植評估。

黃隱青說，他和妻子都能體會女兒不

願接受父母移植腎臟的心意，但是他們憂

心女兒在等待器官捐贈的過程，身體健康

一日不如一日；憂心即使等到有合適的捐

贈者的腎，萬一沒移植成功，屆時夫妻倆

已年過可以捐贈器官的年齡，無法移植器

官給女兒的遺憾及為人父母無法救女兒的

辛酸，更是他們所不願見的。

而不僅父母爭相捐腎臟給女兒，在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就讀環境工程二年級的

黃繼緯也搶著捐腎臟給妹妹，因為他認

為應該由健壯的他捐腎給妹妹。家人彼

此間的真情真愛流露。

後因黃隱青夫妻倆考量子女來日方

長，既然女兒已生病，且隨著夫妻年華

老去，未來的家庭重擔勢將落在兒子身

上，所以不接受讓兒子捐腎。黃隱青的

想法是，妻子陳燕汝在十一年前退休後

開始投入慈濟志工，從做環保到收會員

功德款，日日勤耕福田，他希望女兒手

術後，可以一邊休養身體，一邊跟著妻

子做志工，便主張由他捐腎給女兒，同

時也認為術後的女兒若由妻子照顧，更

可無微不至。

只是在三月十二日的檢查報告出來，

爸爸黃隱青的腎功能雖符合移植標準，

但是他的腎略小，主治醫師一般外科李

明哲主任建議他們，既然兩人都願意捐

腎，那就移植最好的腎臟給女兒，便在

三月十九日安排媽媽陳燕汝接受檢查。

檢測結果出爐，媽媽腎的功能比爸爸的

好些，外形也比爸爸的腎大一些些。最

後媽媽決定要把功能最好的那顆腎臟給

女兒，移植手術排定在四月十八日進

行。無法如願捐腎的黃隱青說，既然

「拚」不過妻子，便全心全力接手照護

術後的妻女健康。

腹腔鏡取母腎移植

女兒腎功能穩定回復

十七日下午，陳燕汝、黃繼瑩母女在

黃隱青陪同下住進醫院，社服室副主任

顏惠美師姊帶著志工到病房為他們加油

打氣。

十八日上午九點多，先由陳燕汝進開

刀房進行摘腎手術。手術前，合心樓病

房內充滿加油聲和笑聲，不只遠在屏東

讀書的黃繼緯趕到醫院為媽媽、妹妹打

氣，八十歲的外公陳致祥也在大兒子、

二兒子及兩個媳婦陪同下抵達，祝福陳

燕汝母女手術成功。

在等候陳燕汝摘腎期間，黃隱青不斷

地鼓勵女兒，要體解媽媽的愛心。貼心

的黃繼瑩也不斷地允諾，生病之後的她

更知道健康的可貴，這段期間讓父母、

長輩、哥哥擔心，她很過意不去，未

來，她不僅要好好的養身體，更要把放

在她身體內的媽媽的腎照護好。

摘取腎臟的手術過程，由一般外科

主治醫師伍哲遜主刀，以腹腔鏡完成手

術，因此在陳燕汝的身上只留下三處小

傷口，開刀後，即由恢復室轉進普通病

房。

緊接著執行腎臟移植手術，由一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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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李明哲主任主刀，黃繼瑩術後在加護

病房待一天便轉出普通病房，很快地可

以自己排尿，腎功能穩定恢復中。

推動器官移植風氣

改善末期患者生活品質

台灣器官捐贈的推展尚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每百萬人口七點二人，而歐美

則是每百萬人口二十五人，一旦風氣打

開，器官的來源將大有突破，是許多心

肝肺腎末期患者的福音。「我們更希望

推動的是器官捐贈，只是目前器官捐贈

風氣不盛，苦等不到器官，那麼親人的

活體器官捐贈就是一項變通的選擇。」

花蓮慈院器官移植小組的器官協調師施

明蕙解釋道。腎臟移植成功後，病人不

再需要洗腎一輩子，生活品質也相對提

升。

有人等腎不易感恩惜福

有人輕鬆得腎毫不珍惜

手術後，陳燕汝先出院，回家靜養，

由黃隱青在醫院陪伴女兒，住院期間遇

到幾位腎臟移植病友傳承經驗。有位三

圖為術後回診的黃繼瑩(中)與母親陳燕汝(右)，主治醫師李明哲主任為她們身體的復原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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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換腎的病友，也是二十幾歲就發現

腎衰竭，經過七年洗腎的日子才等到適

合的器捐腎臟，這位病友告訴他們，她

是棺材進一半的人，如今靠著捐贈者的

腎臟倖存，感恩、惜福遠超過其他的渴

望，她深刻體認活著的價值。然而也遇

到一位接受哥哥捐腎的病友，因為覺得

身體恢復的差不多了，又開始日夜顛

倒，不按時用藥，沒有好好配合醫生的

囑咐，讓黃隱青很憂心地好言勸說。

五月三日，黃繼瑩出院了，回到吉安

鄉慈雲山下的家，與父母親一起生活。

女兒的病  全家生命緊相繫

女兒突發的病，對於黃家是生命旅程

中的一大轉彎。夫妻倆回想過往，幾乎

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似乎每一階段

都是隨著計畫進行，只有女兒生病是在

意料之外，而且是一個必須讓他們暫停

下來的意外之旅。

一個月來，在家休養的黃繼瑩表現也

很優喔，因為不能太過勞累，大多時間

待在屋內，每天午後、晚上在一樓大廳

來回快步走一小時，她的耐心與恆心，

連黃隱青都忍不住讚美她幾句，夫妻倆

看到女兒過去不為人知的一面，成熟、

穩定的情緒。

母親節上午，陳燕汝收到女兒的電話

簡訊「親愛的媽媽，母親節快樂，這段

時間辛苦妳了，在醫院讓妳受苦了，謝

謝妳（我愛妳），母親節快樂」，陳燕

汝說，一開始以為是在他鄉的兒子發的

簡訊，後來女兒問起，才知道是身邊的

女兒寫的，至今她仍保留這則簡訊。談

到這裡，陳燕汝的神情溢滿甜蜜。

女兒的病雖是黃隱青與陳燕汝人生計

畫中的意外，但家人很感恩，至少夫妻

倆還有機會移植腎臟給女兒。儘管捐出

腎臟後，就無法圓成為大體老師的願，

陳燕汝難免有些許遺憾。全家人在生命

的轉彎處，沒有人被擊倒，反而更相親

相愛、相扶相持，無畏無懼，大步邁向

新旅程。

病後的女兒黃繼瑩變得更貼心，母親節時傳給媽

媽的手機簡訊，讓媽媽窩心不已，至今保留這則

簡訊捨不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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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正常的解剖構造與功能來看，人體

有兩顆腎臟，現今臨床醫學證明，一個

身體健康的成年人，只要一顆正常的腎

臟就可維持良好的運作，和有兩顆腎臟

的人得到腎衰竭的機率一樣，並不會因

為捐贈出一顆腎臟，就比較容易產生腎

衰竭。這也是為什麼在腎衰竭患者苦候

不到腎臟時，親人若願捐出一顆腎臟移

植給患者，反而是一項好的選擇。

五等血親可捐腎 四次門診細評估

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活體腎

臟捐贈者的資格已從三等親開放到五等血

親及其配偶，捐贈的動機必須是完全出於

自願，血型相符、無任何高血壓或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是基本的篩檢條件。其中配偶

是指結婚兩年以上，或生有子女者。理想

的捐贈者年齡需為介於二十歲到六十歲之

間的成年人，並應檢送捐贈者的完整心

理、社會、醫學評估等相關資料，經由院

內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方可執行手

術。大部分的醫療檢查及評估皆可在門診

完成，目前活體腎臟捐贈至少必須經過四

次以上的門診評估。

活體腎臟捐贈手術

活體取腎手術分為傳統取腎及腹腔

鏡取腎，如捐贈者無特殊禁忌症(如曾

接受腹部手術或過度肥胖等)，則多採

腹腔鏡取腎。其優點為：傷口小且較無

痛、術後身體功能恢復快。傳統取腎傷

口為十至十五公分，腹腔鏡取腎傷口為

六公分，住院日也從七天縮短至三到五

天。但任何手術都有其麻醉與併發症發

生的風險存在，如出血、感染、腸沾粘

等，嚴重者甚至導致死亡，而大部份的

併發症皆可採保守治療而獲得改善，只

有少數嚴重的症狀需要做侵入性治療。

手術費用

除了部分的病房費差額、伙食費及

手術中使用之特殊醫材(依健保給付規

範為準)需自費外，活體腎臟捐贈手術

費用多由健保給付，需額外自費使用之

特殊醫材或藥品，將於使用前向病患說

明，經病患同意後使用。

愛之適足以捐之
談活體腎臟捐贈
資料整理／慈濟器官勸募中心暨器官移植小組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六月

23

術後恢復

捐贈者術後的恢復情形依個人狀況而

定，約三到五天可以出院。建議術後四

到六週間，宜從事輕便的工作，到手術

後三個月才可以恢復勞力工作。

術後第一、二週及第一、三、六個月

必須回院追蹤腎臟功能，之後每年追蹤

一次即可。

因台灣目前器官來源嚴重缺乏，使得

許多慢性腎衰竭病患因為等不到合適的

腎臟，必須終其一生洗腎，無法獲得良

好的生活品質。而活體腎臟捐贈即是解

決腎臟器官缺乏的方法之一，可以讓慢

性腎衰竭病患重獲正常生活。

門診次數 檢 驗 項  目

1
腎臟功能/常規尿液分析

血清免疫/血型

2

血液/生化/糞便/腫瘤指數

捐受贈者血液交叉配對

24小時尿液蛋白

胸.腹X-光/心電圖/腹部超音波

社會心理評估：會診社工

精神評估：會診精神醫學科

3

病毒篩檢/人類白血球抗原

核子醫學腎功能測定 

院內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

4
核磁共振血管攝影 

安排入院手術日期

其他
子宮頸抹片/乳房攝影 (45歲以上女性)

大腸鏡/胃鏡：50歲以上或糞便潛血反應呈陽性者

活體腎臟捐贈者門診評估次數與檢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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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網路求救信  
期待器捐好觀念

10歲小男孩……吃素兒等待心臟……求求您……請幫忙轉寄 功德無量

小榮(註)到今天2007.3.29還是沒等到需要ㄉ心,願大家動動手指,幫忙轉寄一下囉!! 

請急速幫我們傳到社會每一個愛的角落…………………. 

請接受一個高中姊姊的跪求～跪求您幫助我親愛的嚴重心臟衰竭而急需換心的弟弟～小

榮小朋友！我們全家人向大家跪求幫忙~跪求一顆”心臟” 

小榮來到人世的初夜就是被醫生所宣布救回機率極低的極重度「心臟辦膜閉鎖不全」

（是指在心臟的辦膜功能有缺陷﹐使得血液在心臟收縮過程有發生不正常的逆流情形）

的重大先天性心臟病，血液的逆流日以繼夜的造成小榮的心臟腫大,當年醫生說：假使勉

強救回了那麼也是只能活到6 歲。  

但,他堅強的求生力抵抗了病神的呼喚,他脆弱中沈穩的忍耐與掙扎,卻也是家屬最大的不

忍和沈痛～因為我們知道,他好想活下去…..。10年了,他足足和病魔奮鬥了10年～這十年

來他無一日不素行,他唯一喜愛的節目是「大愛電視台」,即便在重度昏迷前都告訴媽媽：

「我要聽大愛的音樂。」他無時無刻都持著佛心,仰望一個平安長大的機會。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花蓮慈院公傳室收到一封由同仁轉寄的網路求救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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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公傳室委託慈濟器官移植小組協

調護理師實際聯繫台中這家醫院之後，

確認小榮的情況尚不需要做心臟移植手

術，病況穩定後已出院。於是公傳室在

與小榮家通電話，確認他們願意接受大

愛電視的訪問，並安排小榮與歌手張克

帆先生見面，也希望藉由此則新聞的發

佈，終止這封網路「追心」信函！

10歲小男孩……吃素兒等待心臟……求求您……請幫忙轉寄 功德無量

此時此刻,病魔卻還在折騰一個如此善良而脆弱的他,他正在中區某某醫院小兒加護病房裡

與時間賽跑，分秒必爭的祈求活下去的機會…….。  

每一分每一秒,我們家屬都誠摯的詭求善心人士能幫助我們家的小榮！因為,他需要一顆菩

薩捐贈的「心臟」。（* 醫生已告知我們小榮可以接受大人心臟了！ *）  

『我想要活下去，我想回學校上學！』  

 這是小榮唯一最想要的願望！  

 希望大家幫幫需要心臟的小榮！  

Φ 小榮的基本資料：  

1.年齡 - 10歲 (1996 / xx / xx 出生)

2.血型 - O

3.體重 - 30 Kg

4.身高 - 140 cm 

★ 捐心聯絡電話：

中區xx醫院小兒加護病房

TEL: (04)205-xxxx 

 ★ 小榮的家屬電話：  

(09)xx-xxx-xxx 爸爸

(09)xx-xxx-xxx 堂姊

註：為保護病患隱私，病患化名為小榮，而網路求救信中之家屬姓名、手機號碼，相關醫院之名稱

與電話皆以「x」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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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鐘，藝人張

克帆抵達慈濟台中分會，一看到小榮小

弟弟，張克帆馬上主動向前握手。知

道小榮很愛聽由自己主唱的「第一道

曙光」，張克帆坐在鋼琴前，馬上自

彈自唱。看到偶像演出，小榮豎起耳

朵聽，睜大眼睛瞧，貼心的張克帆也還

特別為了小榮創作一首歌，曲名叫做天

使。 看到小榮燦爛的笑容，張克帆興

致一來，一連演奏了好幾首歌曲，空檔

時候，張克帆還把小榮拉在自己的旁邊

坐，教他彈鋼琴。

三十分鐘溫馨的互動，讓小榮臉上

始終掛著滿足的笑容，接著，應慈濟志

工的邀請，張克帆和小榮一塊參觀慈濟

四十一周年靜態展，看到竹筒歲月，張

克帆停下了腳步，特別投了硬幣要幫小

榮一塊祈福，慈濟人還把現場販賣的大

愛劇場CD買起來送給小榮，祝福他早

日康復。 
(節錄自大愛電視台新聞報導)

小榮與偶像張克帆開心地在慈濟台中分會見面，

也期待藉由新聞報導終止網路上為小榮「追心」

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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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每年平均有超過五千人在等

待器官，而幸運等到器官移植的病患只

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獲得器官的機率僅

百分之三。

以往等待的病患為了提高器官移植的

機會，必須來回奔波於全省各大移植醫

院，因為登記越多家醫院，相對獲得器

官的機率也會增加。但根本的問題──

器官來源缺乏沒有解決的狀況下，這樣

的「排隊等候」制度，除了讓病患帶著

病痛辛苦奔走外，無形中也增加許多的

醫療成本與健保的負擔，最終結果，病

患獲得器官的機率依然沒有提高。

等候移植器官 公平公開透明

有鑑於此，行政院衛生署於二○○二

年六月設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

錄中心」，希望藉由公平、公開、透明

化的器官分配作業，縮短病患等待器官

移植的時間，並增進捐贈器官之有效運

用，進而提升國內的器官捐贈率。

然而，大部分的病患與家屬並不了解

政府這樣的德政，依然停留在過去多家

醫院登記移植的觀念，甚至藉由電子、

平面媒體的宣傳，要求協助尋找捐贈的

『救命器官』，央求捐器官救命的網路

轉信仍然時有所見，且內容多顯急迫，

當然這也是一種傳播管道，效果比刊登

廣告還好。殊不知，衛生署已經成立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全台灣所有器官捐贈及等候器官移植病

患，都可以由所屬移植醫院上網登錄資

料，所有的資料統一由中心處理來進行

器官分配與等候移植，病患已經不用忙

亂地到各大醫院登記了。

一人登錄一家醫院

全國資料庫連線

行政院衛生署於二○○三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公告說明：對於需進行心臟、

肝臟、肺臟或腎臟等任一器官移植之等

候者，應於完成其醫學評估後，由所屬

移植醫院人員上網填寫「器官移植等候

者登錄表格」。 病患可自行選擇所屬

之登錄醫院，一人只可選擇一家醫院，

不得重覆；病患可因個人因素，重新選

擇登錄醫院，但需向該醫院填寫『變更

登錄醫院同意書』，回傳至「財團法人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以將電腦登

錄資料做變更及轉出。

相對地，當各家醫院出現器官捐贈者

時，需上網登錄器官捐贈者的資料，由

電腦登錄系統產生各器官配對名單，目

前只分配心、肝、腎、肺，組織捐贈類

如：眼角膜、四肢骨骼則仍由各醫院自

行處理。

配對名單出現後，移植醫院會通知第

一順位等候者所在的醫院。若第一順位

等候者所在醫院回報，不使用該器官，

則再按配對名單依序通知下一位及其醫

院。

助人有方 傳遞正確資訊

因此當我們在收到『網路求救信函』

這樣類似的訊息時，身為醫療單位成

員，我們會採取兩個動作：首先，打電

文／施明蕙 慈濟器官勸募中心暨器官移植小組協調護理師



人醫心傳
二千零七年  六月

28

相得   歡

cover story

話先確認病患現在的狀況。以往曾有案

例在網路信函發出的一個月後，幸運的

等到器官移植，但網路信函仍繼續轉寄

達兩年之久；第二，我們會回信請家屬

確認所在醫院必須是可以施行等候器官

移植之醫院，然後確認該醫院是否已把

病患的資料登記到『器官移植等候』名

單中。

建議您，收到此類電子信件時先確認

發信日期，然後也可以採用我們的第二

個動作，給予正確的資訊，安了對方的

心，也安了自己的心，這才是發揮愛心

最正確的助人之道。

推廣器捐遺愛人間 愛心不落歐美

器官登錄分配系統於二○○四年九

月正式上路至今，器官捐贈人數與捐贈

比率已經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以捐贈比

率為例，二○○四年的每百萬人口中有

五點三人捐贈，到現在的七點二人，這

是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與各

家勸募中心醫院的努力成果，但相較於

歐美國家的捐贈比率，每百萬人口達

二十五人捐贈器官，顯見台灣地區仍有

很大的成長空間，如果能達到歐美的比

例，每年可以多救好幾百個生命。

腦死器官捐贈(註)理念之全民推廣、

對於器官勸募與移植，一般民眾或病友總有許多問題或迷思，相關人員不斷的推廣與宣導，希望社會

大眾建立正確而良好的觀念。圖為花蓮慈院器官移植小組協調護理師施明蕙與患者及家屬討論移植前

後該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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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從小紮根……等，都是提升器

官捐贈率刻不容緩的政策之一。當意外

或無常到來以致死亡無可避免時，患者

的家屬若能選擇『來人間走一回，將愛

的足跡深深留下』，器官捐贈何嘗不是

我們為後代世人所留下，生命的禮物。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

錄中心)
註：腦死器官捐贈，實務上稱「屍體器

官捐贈」。

台灣器官捐贈人數比率(單位：每百萬人口的器官捐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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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的二月二十四日，一個很偉大的媽媽，生了一對龍鳳胎。

 小時候媽媽說我很醜，是一個沒有頭髮的嬰兒，

我弟弟卻長得很可愛，一直以來都是大家的寶貝。

他有樂觀進取的態度，嘴巴很甜，長輩們都很喜歡。

他整天都笑咪咪的，很講義氣、對朋友很好、對他姊姊更是好到不行；

常常有人會以為我們是情侶，一對長得很像的情侶，

我以前常常聽到這句話會很生氣，因為我不希望自己長得像男生！

但是，小弟，我現在卻好想好想再看看你，再聽聽你的聲音，

好希望你再對我好。

我上輩子一定是燒好香才會有你這樣貼心的弟弟，

看著你頭部插滿管子的樣子，我很捨不得。

我還有好多話想對你說，你很勇敢！

你堅持到最後，你讓姊姊看到你最後一面。

你總是那麼地小心，但為什麼這次會這樣？

你還記得我要到大葉唸書的那天晚上，你淋著雨回來，

跟我說要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拼轉學考嗎？

我們相聚才短短的十八年，而你離開我們已經兩個多禮拜了，

我的生活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下輩子還要當你的姊姊

　十八歲的蕭智謙，在二○○五年底遭逢意外，

家人為延續對他的愛，讓智謙捐出心肝腎與眼角

膜，他是台北慈院第一位器官捐贈者，更是讓台

北、花蓮、大林三院的醫療團隊與志工，結成

器捐愛的網絡的默默推手；智謙在世間的日子不

長，卻為人間留下最美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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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從幼稚園到高中都唸同一所學校，那些畫面還歷歷在目；

每當回到我那曾經被你佔據的房間，看到屬於你的東西，

我都會想，這些東西失去了主人怎麼辦？

你知道媽媽現在突然失去一個兒子，一個人在家，很空虛，

我卻一直都幫不上什麼忙，你可以告訴我怎麼做嗎？

拜託你讓我夢到好不好？媽媽為你辦的歡送會你還喜歡嗎？

你在那裡好嗎？快樂嗎？

看著你一張張笑得那麼燦爛的照片，好想再聽聽你的笑聲，

好想再一次抱你，好想再讓你騎車載我回家，

好想再吃你為我買的便當，好想再幫你準備要給婆婆的禮物，

好想再聽你們之間的故事。

 

我好想你，如果可以，我寧願什麼都不要，也要換回你這個寶貝弟弟。

每當大家看到我，問我好嗎？

我總是笑笑的說，我很好！

是嗎？我會好嗎……現在我一個人在寢室，空盪盪房間，

看著那張偶然跟你要來的照片，還好有這張照片，可以讓我天天想著你。…

我真的很害怕一個人獨處在這冷清的屋簷裡，你來陪陪我好嗎？

我有好多事想要跟你分享，我有委屈要找誰訴苦？ 

我不知道要如何渡過沒有你的每一天，要是你失去你姊姊你會怎麼做？

思念你的線不曾斷過，

如果可以的話，

我下輩子還要當你的姊姊、還要你對我好，

到下下輩子都還要，可以嗎？

這是姊姊最後的願望，你可以答應我嗎？

我現在假裝很堅強，我也很難相信我可以這麼堅強，

我真的很想念你，你到底聽見沒有，看見沒有？

文／蕭毓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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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得   歡

cover story

智謙，媽咪的貼心寶貝。

你離開媽咪已經一百多天了，你好嗎？

想想從你出生至今，

十八年來，六千多個日子，

你就像媽咪的小天使，總是帶給我們快樂。

外公最欣賞你幽默的個性，最棒的

老爸讚嘆你聰慧的頭腦，

大哥最開心和你聊天，

小毓姊姊最喜歡你的開朗個性；

而媽咪的手機裡總是有你一則又一則的貼心話。

親愛的智謙寶貝，

你是我們最最疼愛的開心果！

只是，阿謙啊，

你在我們身邊的日子，才短短的十八年啊！

才短短的十八年，

你就把你今生的功課都作完了。

臨走前，

你仍然堅持發揮生命最大的功能；

雖然躺在病床上深受痛苦，

渾身的管子一定讓你很不舒服，

勇敢的你卻堅強的承受，

只為讓短短的生命發揮得淋漓盡致，活出生命寬度的絢爛；

你讓更多的生命因你的付出而受惠，

你的生命雖然短暫，卻劃下一個圓圓滿滿的句點，

我們雖然不捨，卻深深以你為榮，

也祝福你跟隨觀世音菩薩一路好走。

給小菊花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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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你的英文名字Joey一樣，

十八年來，

你是躲在媽咪懷中最寶貝的小袋鼠，

未來，

你也會是永遠躲在媽咪心中最寶貝的小袋鼠。

媽咪永遠記得你、不會把你忘記，你永遠在我們的心中！

當你想媽咪的時候，

記得到媽咪的夢中和媽咪說說話，

讓媽咪再一次地抱抱你，記得喔！

智謙，媽咪的寶貝，

請你安心吧。我們雖然不捨，

還是會堅強、快樂的過生活，

好好地去吧，媽咪放手了，

下一段路，

就讓觀世音菩薩的手牽著你去該去的地方吧！

我們也祝福你，

不論是在天上、在人間，

你永遠都是福慧兼具的小菩薩。

生你的媽咪祝福你！ 

文／許慎慧

註：「小菊花」是智謙在MSN網路即

時通上自取的暱稱。小菊花一共救了

十六位患者與他們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