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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醫師鄭吟豪腎功能退化，獲妻子吳宜玲捐贈左腎進行活體移植手術而恢復健康。術後夫妻二人甜

蜜合照。攝影／黃思齊

花蓮慈濟醫院於二○二二年五月中旬

完成一起活體腎臟移植手術，由妻子吳

宜玲捐贈左腎給先生鄭吟豪作右腎。擁

有十年腎臟移植經驗的花蓮慈院器官移

植中心主任陳言丞表示，在護理部、一

般外科病房、外科加護病房、手術室、

腎臟內科以及器官移植中心等多團隊的

協作下，夫妻二人術後一週就順利出

院，預後恢復狀況良好。

今年四十一歲的鄭吟豪是花蓮南區

重要的婦產科醫師，投身偏鄉行醫十幾

載，也是陳言丞主任就讀慈濟大學醫學

系時的學弟。雖然二十多歲時曾出現尿

蛋白略高的問題，長年下來也經常睡眠

品質不佳、容易感到疲累，但由於還年

輕，他並沒有太放在心上，認為應該是

自己工作太忙了。直到九年前在一次和

家人出門遊玩時突然劇烈頭痛，到了當

地醫院急診就醫，抽血檢查才發現腎臟

已經嚴重受損，腎功能僅剩常人的三分

妻捐腎救夫　
文／鍾懷諠　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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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術顯生機

之一，自那時起，鄭吟豪在花蓮慈院腎

臟內科王智賢醫師的陪伴下，嚴格控管

飲食並利用藥物控制病情，九年來努力

使腎功能維持在一定的水準，盡量兼顧

家庭、工作和健康的平衡。

半年前，鄭吟豪的尿毒素開始上升，

腳也出現嚴重的水腫問題，經醫療團隊

評估，如果不進行腎臟移植可能馬上就

要開始洗腎。由於玉里地區的婦科醫師

少，鄭吟豪說，自己開始洗腎的話可能

就沒辦法值班，也不能好好照顧病人，

經過一番猶豫和考量，和結髮十六年的

妻子吳宜玲共同決定要進行活體腎臟移

植。幸運的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二人經

過配對居然十分相符，在六個 HLA中
吻合二個，達到能夠捐（受）贈腎臟的

條件。「聽醫師說，連親兄弟之間都不

容易有這種程度的適配度，覺得自己真

的是受到上天眷顧，非常幸運。」妻子

吳宜玲畢業於慈濟技術學院（現慈濟科

技大學），與鄭吟豪在大學時期就相識

相戀，聽聞在花蓮慈院做器官移植的醫

師是二人本來就認識的慈大學長陳言

丞，夫妻表示「交給學長很放心」。

每年大愛器捐的數量約有兩百顆腎

臟，全臺卻有八千多人仍在等待腎臟移

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花蓮慈院舉辦器官移植成果分享會上，半個月前剛完成活體腎臟移植手術的鄭

吟豪與吳宜玲夫婦感恩醫療照護團隊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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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機會，因此，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陳

言丞表示，若患者腎臟情況不佳、甚至

像鄭吟豪這樣已經到了臨界點已經需要

洗腎，而本身在親屬間有條件能夠進行

活體器官移植，他一般會傾向建議患者

進行移植手術。「活體移植的優點是，

捐者腎臟狀態通常較良好，配對也相對

容易一些，且能夠在經過謹慎的評估

後，選擇適合的移植時機。」而多數人

最有疑慮的地方，在於捐贈者少了一顆

腎臟，對之後的生活會不會有影響？

對此陳言丞表示：「其實相關的長期

研究顯示，無論是術後存活率，還是後

來因腎衰竭需要接受洗腎的比例，捐贈

者與一般人是沒有什麼差異的。移植技

術已經發展得足夠成熟的情況下，等於

患者多了一個穩定有效的治療手段，這

也是為什麼我們近年來致力推廣活體移

植。」

六月三十日，夫妻倆出席院內舉辦的

器官移植成果分享會。林欣榮院長感恩

器官移植中心在陳言丞主任的帶領下，

為許多患者帶來新生命，讓東部的民眾

也能獲得最高水準的治療。鄭吟豪在就

讀慈濟大學時是游泳隊成員，也多次在

競跑賽事中獲得佳績，是名運動健將，

而九年來作為他的主治醫師的內科部副

主任王智賢表示，雖然如今換了腎臟，

身體恢復到較健康的狀態，但仍舊要叮

嚀鄭醫師，畢竟是罹患疾病後重生的

人，往後的運動強度還是要量力而為，

以自己的身體狀態為第一優先，要持續

好好保養。

「實際當過病人，真的更能體會病人

的感受。現在有再來一次的機會，我還

是會繼續守在需要我的地方。」鄭吟豪

說，接受腎臟移植後當天，自己就尿出

了超過一萬毫升的尿量，可以想見移植

前身體狀況有多差；特別感恩妻子吳宜

玲從學生時期到現在的一路相伴，明明

兩個人都是臺北人，卻因為他看見花蓮

鄉親的醫療需求，在獲得專科醫師資格

後，就決定「回到」花蓮來服務，妻子

也陪著他留在這片東臺灣的土地上，從

此一待就是十幾年。鄭吟豪感恩花蓮慈

院器官移植團隊的治療和照護，也感謝

妻子給了他完整的家庭，如今還給了他

一個健康的腎臟，未來希望能夠多陪伴

家庭，用健康的身體來服務有需要的鄉

親。

內科部副主任王智賢（中）與器官移植中心主

任陳言丞一起關心鄭吟豪醫師的身體狀態，叮

嚀日後要更注意日常的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