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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歲的徐先生洗腎將近二十年，

曾歷經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今年（二

○二二）六月在花蓮慈濟醫院接受雙腎

移植手術，重獲新生的徐先生說：「真

的很感恩器捐者，他們都是生命的勇

者，是捨身的菩薩。」這也是東部第一

例雙腎移植，意謂將器官捐贈者的兩顆

腎臟，同時移植到一位受贈者身上。花

蓮慈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陳言丞表示，

相較於一般單邊的腎臟移植，雙腎移植

手術時長加倍，創口也更大，對手術團

隊和受贈者來說都是挑戰。

由於捐贈者年齡較長，腎功能有一

定程度的退化，僅移植一顆腎臟到受贈

者身上，可能會無法負荷身體正常的運

作，出現腎臟功能延遲恢復的比率較

高，同時長期的腎功能也很有可能會受

到影響，因此受贈順序排前的患者在與

醫療團隊討論過後，都選擇放棄這次機

會。考量病人已經等了十幾年了，錯過

這次不知道下次還要等多久，所以，在

其他醫院都沒有配對到情況下，陳言丞

主任提議進行「雙腎移植」，醫療團隊

與徐先生決定接受這項挑戰，將兩顆腎

臟同時移植到徐先生體內。

花蓮慈院完成東部首例雙腎移植手術，集結一般

外科以及麻醉、護理、行政團隊等跨單位同仁

通力合作，克服風險與複雜程度都加倍的挑戰，

將器官捐贈者的兩顆腎臟，同時移植到受贈者

徐先生身上。

難度加倍
雙腎移植手術
文／鍾懷諠　圖／施明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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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不夠用，那就用兩個。」

一般而言，腎臟移植手術是進行單顆腎

臟的移植，手術進行時間大約需要三個

鐘頭，而雙腎移植手術，需要重複兩次

摘取和銜接的動作，無論是手術難度、

複雜程度、風險都是單腎移植的兩倍，

手術時長也要加倍到六個小時。手術

中，陳言丞主任與醫療團隊，將左右各

自的腎動脈與腎靜脈，分別縫合到髂動

脈與髂靜脈上，接上共四個吻合處，再

將各自的輸尿管分別接上膀胱引流尿

液，終於將器捐者的兩顆腎臟一起移植

到受贈者身上。

雙腎移植的困難程度不僅反應在手術

時間長，手術位置也大不相同；單腎移

植只需要在患者身側開一個口，將腎臟

放入即可，但雙腎移植卻要打開腹腔，

因此造成的傷口面積較大，所需的恢復

期也更長。為了順利完成手術，包括陳

言丞、何靜淳、楊筱惠等三位一般外科

主治醫師以及三位住院醫師，還要加上

麻醉團隊、手術室護理團隊、器官協調

護理師與社工師，前後超過十五位團隊

同仁共同進行。

受贈者徐先生在二十年前做員工健康

檢查時，意外發現腎臟情況不好，醫師

評估需要進行透析治療。「當時因為工

作輪班時間不固定，加上以為自己還年

輕，就忽略了身體健康，結果等檢查出

來已經來不及了。」徐先生分享，剛開

始洗腎令他感到最辛苦的是「忌口」，

在飲食上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每一

次回醫院抽血檢驗，等待報告時，心情

都非常忐忑，一直擔心腎臟的情況控制

不好，加上退休以前平日白天需要工

作，只能在下班後到醫院洗腎，耗費了

許多時間和精力勉強維持腎臟的運作，

令他和家人都感到十分疲憊。

其實自從檢查出腎臟損傷嚴重，徐先

生就一邊洗腎，一邊加入了等待器官捐

贈的行列，但這條隊伍排隊的人很多，

一等就是十幾年。數年前好不容易有一

次機會，人已經抵達醫院，換好衣服、

躺在病床上做準備，卻在手術前被告知

徐先生重獲新生，親手寫給器官捐贈者家屬的感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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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的器官因感染而無法進行移植。

儘管感到遺憾，仍然抱持樂觀，「就是

平常心、心存善念，不要想太多，機會

一定會來。」

終於在日前，徐先生等到了器捐中

心的配對通知，並決定接受雙腎移植，

在花蓮慈院移植團隊的專業和謹慎下，

移植手術最終順利完成！目前術後恢復

情形良好，已出院返家。徐太太說，看

到先生手術過後恢復自主排尿的能力，

雖然先生嘴上不特別說明，但臉上的笑

容是藏不住的，陪伴在他身旁多年，了

解他這些年的辛苦，所以，真的很感謝

捐贈者的大愛與醫療團隊的用心。如今

帶著捐贈者無私大愛的兩顆腎臟，在徐

先生體內勤勞地運轉，而徐先生的膀胱

已多年不曾使用，手術後難免有頻尿現

象；他笑著說自己最近很認真在訓練膀

胱，希望可以慢慢恢復膀胱儲存尿液的

能力。

「感恩捐贈者與他的家人，所以，我

會更加珍惜這兩顆大愛腎臟。」徐先生

表示，即便手術完成了，他也絕對不會

因此就放鬆心態，反而會更用心地照顧

自己的健康，繼續控制好飲食、適度做

運動，保持身體狀態，同時也祝福捐贈

者的家屬都能平安健康。徐先生說：「因

為我的體內現在有另一個人的器官在努

力工作嘛！感恩不能嘴巴講講，我一定

不能辜負這分大愛，要身體力行。」

陳言丞主任（中）與花蓮慈濟醫院器官移植暨捐贈中心團隊用心守護生命，讓捐贈者的愛留在人間，

造福更多需要的人。攝影／黃思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