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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啟用於二○

一九年七月，是繼東興診所之後，第二

間在當地提供洗腎服務的醫療院所。設

置床數為十五床，提供週一至六上、下

午時段的洗腎服務，啟用四年多來，扛

過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禮，現今每月平均

洗腎七百四十人次，床位利用率為百分

之九十五。

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的設置，為

花東縱谷線腎友帶來可近性的治療，同

時也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其中有返鄉

工作的遊子，耄耋之年還能開心務農的

阿嬤，還有因此能夠專心養家的中壯年

子女⋯⋯

太陽升起，晨霧籠罩山脈，金黃色

陽光照耀在筆直的臺九線上，關山慈濟

醫院交通接送車緩緩出發，往北、往

南，兩輛車同時啟動，雙線行駛，行經

海端、池上、富里、月眉、瑞源、鹿野

等地，開進農村及山區小部落，腎友們

陸陸續續上車，待他們抵達關山慈濟醫

院，血液透析室醫護團隊便展開保腎透

析治療服務的日常。

看見臺東縱谷腎友的需求

籌設血液透析室

「我早上五點五十分就出發了，然

後跟著司機去錦屏、池上、崁頂接其他

的病人，一臺車載六個人，抵達診所差

不多七點半，洗完（血液透析）回家就

十二點了。不過這樣已經算很方便了，

以前我還要開車到臺東或玉里洗。」住

在海端鄉的末期腎臟病病人阿迪（化

名）描述他的洗腎日常，如果能下山在

關山的診所排到床位，從出門到回家花

六、七個小時，就算是「就近」洗腎了。

如果在診所排不到床，就要往更遠的臺

東市或玉里鎮上去，花時間已經不是重

點，能夠一週順利洗腎三次，才是最重

要的，交通再不方便也要做。當然，交

通往返的不便，讓住在山上部落的腎友

很有感觸。

觀察到地方腎友洗腎不便的現象，關

山慈濟醫院於二○一八年六月開始規畫

設置血液透析室，並且在二○一九年五

月下旬完成硬體工程。緊接著於六月以

試營運模式率先展開服務，共二十六位

腎友登記預約，運作時間為每週一、三、

五下午時段，至七月再增加上午時段。

文、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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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縱谷地區包括池上、海端、關

山、鹿野、延平五鄉鎮，大約有七十

至八十名腎臟病患者，必須定期接受

洗腎治療。而在這五個鄉鎮區域，僅

有關山唯一一家東興診所提供洗腎服

務。關山慈院腎臟內科吳勝騰醫師說，

有一些住在下馬、霧鹿山上的洗腎病

人，因為東興診所已經滿床，只能跑

到四十公里外的臺東市區或玉里才能

完成洗腎治療。

為了設立血液透析室，行政事務及流

程，由管理室、行政組及醫務部討論最

適方案，硬體部分也同步進行，包括工

程施工、消防設置、儀器設備進駐、床

位申請聯繫等等。吳淑蘋、孫美琪、金

效俞三位護理師自願前往花蓮慈院接受

相關訓練，也肩負血液透析室護理人員

的種子教師任務。

從試營運接受腎友登記預約之後，血

液透析室開始熱身運作，二十六位預約

的腎友之中，有八位先在關山慈院腎臟

科接受治療及評估，其餘的腎友則由醫

護人員陸續安排家訪評估。每一位腎友

都需經過醫師的審慎評估，才能開始血

液透析。

試營運的腎友肯定

護理團隊訓練上線

留在山上部落，阿迪以「揹工」維生，

就是幫登山客揹行李、帳篷等等，長時

間揹行重物的體力活，而且都是在深山

出沒，所以他已經習慣隨身準備一些

為了設立血液透析室，硬體趕工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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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爬山腳痛或痛風發作就吃止痛藥，

幾個小時後藥效停了又開始痛就再吃

藥，一天吃個六、七次，「醫生說我藥

吃太多了，才會這麼年輕就要洗腎。」

聽到關山慈濟醫院要成立血液透析室，

就立刻排隊登記，也順利排到床位，是

試營運階段的幸運腎友。

「我覺得這裡很好哇！設備很新，走

道空間也很寬，光線照進來很舒服。」

「我有介紹部落的人來這裡，但是因為

他糖尿病兩隻腳都截肢了，要有車子接

送才可以過來。」

孫美琪曾經待過一般病房、居家照

護、門診單位，護理資歷豐富，抱持著

學習的心跨足腎臟護理的新領域，報名

接受為期三個月的訓練，也到花蓮慈院

實地作業。實際接觸後，她坦言挑戰性

太高，壓力很大！「除了有些病人不好

上針之外，突發狀況也很多，有的病人

洗一洗就休克了，洗腎的三、四個小時

過程中要不斷監測生命徵象，病人如果

睡太沉，就要過去量個血壓，確定一下

他們的狀況⋯⋯」

的確，腎友們對於在洗腎室發生的事

也見怪不怪，對於護理師的辛苦也很善

解，「我們病人好好的時候，就很好，

不好的時候護士就很忙，會聽到 (洗腎 )
機器連續一直叫。」、「我以前剛開始

洗腎的時候常洗到血壓下降，頭昏昏

的，不然就一直發燒⋯⋯」所以開立血

液透析室，護理人員的人力及專業性，

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血液透析室護理長吳淑蘋說，在啟用

初期，花蓮慈院安排了一位資深護理師

來支援及指導，看看護理師在線上操作

的狀況。

血液透析室護理師必須經過嚴格訓練，具備腎臟疾病與透析的專業能力，在腎友透析時隨時掌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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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歡慶啟用

小鎮醫院嘉惠地方

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試營運一個

月後，七月開始於小鎮正式展開服務。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院方舉辦

揭牌啟用儀式，靜思精舍德旭師父、德

昕師父、慈濟醫療法人章淑娟主委、花

蓮慈院吳彬安副院長、腎臟內科血液透

析中心王智賢主任、臺東縣衛生局局

長、池上鄉長、天主教聖十字療養院王

鳳仙主任、裴彩雲修女等人也為地方出

席或致贈花籃祝福。關山鎮中福社區發

展協會、慈濟志工也以舞蹈和手語演繹

來祝賀關山慈院嘉惠地方。                                                          
「海端鄉、關山鎮的病人看診拿藥

或調整藥量不方便，取得成藥又太容

易，長期使用成藥，最後不免尿毒之

苦。尤其是霧鹿、利稻、南橫的腎友，

上下山就要兩小時，遇雨又要封路又有

落石，下山之後又要往臺東或玉里去洗

腎⋯⋯」吳勝騰醫師描述在地居民很難

做好慢性病管理的源頭，也感謝當時的

張志芳院長，「張院長跑南橫這條路線

一、二十年，知道病人的痛苦，全力推

關山慈濟醫院設立血液透析室，鄉親齊聚慶賀地

方一大盛事。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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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立血液透析室。」

全力協助玉里及關山慈院院務的花

蓮慈院吳彬安副院長致詞祝福：「在張

志芳院長的努力下，還有花蓮慈院腎臟

內科血液透析中心王智賢主任帶來團

隊的協助之下，希望關山慈院洗腎室的

成立，能夠提升洗腎品質，許多延伸出

來的疾病，未來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療

和照顧。這是一個里程碑，將來盼能拓

展更多的醫療業務，培育更多的醫療人

才，維護臺東地區民眾的健康。」王智

賢主任也分享成立洗腎室的不容易，

「花蓮市區目前有兩家醫院都缺腎臟科

醫師，必須靠支援才能提供服務，而吳

勝騰醫師是花蓮慈院訓練出來的腎臟科

醫師，相信必能為臺東偏鄉居民帶來專

業醫療的幫助。」                                         
臺東縣劉櫂豪立委、陳宏宗議員、

衛生局黃明恩局長等人，相繼感恩慈濟

醫院對偏鄉醫療的付出。池上鄉長張堯

城也說：「縱谷區的鄉親壽命延長很

多，九十歲以上的人口占比例百分之一

點一四，而全臺灣平圴是百分之零點

四九。有這樣的表現，都是因為有關山

慈濟在這裡，感謝師父，感謝醫師！」

「因為有你們，我的媽媽才可以回

家，感謝關山慈濟醫院成立洗腎室，減

輕家屬身心靈與時間上的壓力。」周女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日關山慈濟

醫院血液透析室正式啟用，靜思

精舍法師及慈濟醫療法人、花蓮

慈院主管、臺東地方代表等貴賓

蒞臨揭牌祝福。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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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過去必須與弟弟輪流請假，開車載媽

媽到玉里洗腎，她感謝關山慈濟醫院，

現在媽媽可以就近接受治療，真是方便

又放心。

洗腎服務再升級

交通車雙線接送

當地民眾期盼已久的血液透析室終於

如願開張。從試營運到正式運作之後，

發現來洗腎的病人大多是看護陪伴著的

虛弱長者，或是老人陪伴老人，顯然有

交通車接送的必要性。然而，交通車接

花蓮慈院吳彬安副院長（上圖）、花蓮慈院腎臟內

科血液透析中心王智賢主任（中圖）祝賀關山慈濟

醫院開立血液透析室。吳勝騰副院長（下圖）說明

啟業服務。

感恩慈濟志工募集愛心慷慨捐贈，因為多了一部

交通車可調度接送，得以讓南北雙向的血液透析

交通車接送更加流暢。

攝影／洪靜茹

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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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腎友的服務，需要規畫接送的路線以

及車次、司機人力，甚至購置車輛等經

費考量，就在管理室傷透腦筋之際，醫

療法人人文傳播室曾慶方主任熱心聯繫

臺北公傳志工慈瑢師姊，很快地傳來慈

友會將捐贈交通車的好消息。管理室黃

坤峰主任及同仁像是服了定心丸一樣，

接下來完整詳細的規畫，關山慈院血液

透析室在營運了七個多月後，二○二○

年二月開始推出往北至富里、往南至鹿

野的南北雙線的腎友接送服務。

為新冠確診者洗腎

設置血液透析專責病房

在二○一九年底 COVID-19新冠病毒
開始在全球各地造成此消彼起的疫情，

關山慈院也一直遵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

施。二○二二年五月初，臺東縣衛生局

指定關山慈院為臺東縣 COVID-19陽性
個案血液透析專責醫院，須儘速完成

COVID-19相關個案洗腎規畫，採分區
或分時段辦理。一旦附近鄉鎮出現高風

險或確診腎友，將就近指派至關山慈院

洗腎。

五月十八日，血液透析專責病房啟

用，設置床數為三床，其中一床為院內

確診腎友備用床，由潘永謙院長、吳勝

騰副院長及急診室方鍾霖主任負責輪班

照護確診腎友。

管理室黃坤峰主任表示，設立「專責

病房」是一大考驗，因為以前是努力阻

隔確診者不要進入醫院，這次任務是讓

確診者進入醫院接受透析。為了防範造

成院內感染，包含空間位置、病人進出

動線、管制措施、清消等作業細節都要

仔細完善。

而在專責病房尚未完成前，高風險及

確診病人會先集中在原單位夜間透析，

並以防塵袋隔出病人區、除汙區，安裝

排風扇加強通風效果。為配合確診患者

到院洗腎時路線管制，醫事股也新增廣

播代號「血液透析室，綠色通道啟動」

及「血液透析室，綠色通道解除」，啟

動時由總務股行政總值拉封鎖線，從急

診室至電梯口到五樓走道皆禁止通行，

直到清潔人員完成環境清消的工作，空

間才可再開放使用。

負責血液透析專責病房照護的主治醫

師除了腎臟內科吳勝騰副院長之外，潘

永謙院長與急診室方鍾霖主任也在近期

完成血液透析治療訓練，一起加入專責

照護行列。隨著政府派案的腎友人數增

加，院內腎友發生確診，透析時段也隨

之調整，甚至夜間也服務。期間就有一

位住在東河鄉的確診腎友，因鄰近院區

血液透析的專責病房都滿床，因此被轉

入關山慈院洗腎，當天抵達時間是晚上

七點半，護理人員陪伴完成透析治療後

又進行機器及環境清消，下班已超過深

夜十二點。

血液透析室護理長吳淑蘋表示，社

區感染突然爆發，為了避免發生院內感

染事件，要求腎友於透析時全程配戴口

罩，護理人員也會把床邊圍簾嚴密拉

緊，以圍簾阻隔飛沫做好雙重的保障。

二○二二年五月時關山慈院血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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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五月中旬，關山慈濟醫院兩週內設

好「血液透析專責病房」。專責病房尚未完成

前，高風險及確診病人集中在夜間透析，並以

透明膜及防塵袋隔出工作區、病人區、除汙區，

安裝排風扇加強通風效果。

有了高效能的超紫光滅菌機，不僅讓洗腎工作

運作更有效率亦能縮短同仁的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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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室收案五十四人，除了原本的透析服

務，又需增加專責病房照護，只能請同

仁犧牲休假分流排班。吳淑蘋說，自己

曾照護一位快篩陰性的居家隔離腎友，

一直很擔心自己會確診造成醫護人員的

負擔，每每來治療時看到為此延長工作

時間的護理師，以及協助防疫的醫院同

仁，都會感到很不好意思，頻頻道歉和

道謝。吳淑蘋也很感恩善心人士捐贈高

效能的紫消燈，因為醫院原有的紫消機

型較舊，工作人員必須等半小時紫消，

才能進入隔離空間進行下一步的病床與

機器清潔工作，接著還要再做一次終期

的消毒動作，耗費的時間會比較長，有

了高效能的紫消燈，不僅在運作上會更

在塑膠拉門未安裝前，血液透析室護理長吳淑蘋、副護理長林珂汝先以防塵袋做環境區隔。

二○二二年五月到二○二三年三月，關山慈院

設置血液透析室新冠確診隔離專責病房，團隊

在執行原有的透析照護之外，再擠出時間為確

診病友透析，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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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亦能縮短同仁的工作時間。

血液透析室護理師雷雅晴說，疫情快

速擴散下，在專責透析上班剛開始的壓

力真的很大，深怕自己染疫而造成家庭

及工作上的困擾，處處小心翼翼。「還

記得有次透析中，因為有位年長病人狀

況比較不穩定，我穿著整身的防護裝備

坐在旁邊陪他，他突然對我說：『妳很

漂亮，謝謝妳耶！』頓時間大家都開懷

大笑，因為我們穿防護衣只剩下眼睛露

出來，病人說出我很漂亮，一定是在給

我溫暖及力量。」疫情期間，雷雅晴總

是告訴自己，能夠助人最快樂，有能力

付出最有福。雖然在裝備下總是流了整

身汗，溼了又乾，乾了又溼無限的循

環，但只要在透析完，聽到病人的一句

「謝謝妳，辛苦妳了！」她說一切就覺

得值得了。

感恩又惜福的司機大哥

轉眼間關山慈院血液透析室啟用第四

年了，忙碌的洗腎日常的背後，充滿著

一則又一則的生命故事。

這一天，清晨不到六點，血液透析交

通車司機陳瑞昌已經出發前往接腎友。

陳瑞昌剛入職時是短期的防疫人員，負

責就醫民眾體溫量測工作，得知當時的

交通車司機欲離職，便申請轉調。陳瑞

昌曾經是板模師傅，在中部買房定居，

不料卻遇九二一大地震房屋毀損被迫搬

陳瑞昌扶著視障的阿英下車，準

備推輪椅送她去血液透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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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能租屋繼續討生活，但房租加上

房貸入不敷出，家搬了又搬，最後帶著

妻小搬回關山老家。在小鄉鎮承接的工

程件數不比從前，一個月休好幾天，關

山慈院管理室黃坤峰主任與他住同一村

莊，熱心告知院內有防疫人員職缺，讓

他暫時不必愁收入來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縱谷線
洗腎交通車司機的生活寫照。陳瑞昌與

另一位司機輪休，沒有週休二日與朝九

晚五，有時一個星期只能休一天。交通

接送的日常看來枯燥乏味，但他以不同

心境看待這份工作，能夠協助腎友完成

「功課」並且將他們安全送到家，照顧

到的不單單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家庭，

「每天看這些病人覺得他們很辛苦，尤

其是獨居沒人照顧的，好險慈濟有在這

裡開洗腎室。」陳瑞昌說，雖然買房遇

到地震運氣不好，但比起身體病痛又有

經濟負擔的病人，自己身體無恙且在慈

濟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覺得感恩且珍

惜。

而在眾多接送的病友當中，令他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阿英 (化名 )。阿英因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尿毒性搔癢症出現全

身性皮膚病灶，工作與家庭接連變故，

頓無所依，在車站睡了一段時間，直到

熱心人士通報臺東縣社會處，才由住在

海端鄉的親戚收留，在自家空地搭建可

擋風遮雨的帳篷，讓阿英有了住處，還

能就近在關山慈院接受常規洗腎治療。

陳瑞昌見阿英視障不便會主動攙扶上

下車，將她安全送達洗腎病室，也會協

助批價領藥、代購物品等等。寒冬時擔

心阿英睡帳篷不夠溫暖，陳瑞昌提報院

內社工關懷，潘永謙院長帶領醫療團隊

及志工送上毛毯、保暖衣物及營養品，

讓阿英很感動。

每週約定的親子活動

住在延平鄉巒山村的陳大哥，五十八

歲，因遺傳性腎臟疾病，自四年前開始

洗腎，他與八十三歲的媽媽每週有三天

的親子活動，就是一起到關山慈院接受

血液透析治療，自行開車來回約五十分

鐘。

「我媽媽是我的『學姊』，已經洗腎

七年了⋯⋯」在關山慈院未設置血液透

析室前，陳媽媽必須至臺東市區洗腎，

搭乘早上六點的交通車，沿著縱谷線跟

著司機定點接送腎友，八點多抵達臺東

市，「光去程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洗腎

完再兩個多小時回到家，媽媽就沒力氣

了，經常昏沉沉睡到晚上⋯⋯」八十歲

的陳媽媽一年下來瘦了十公斤，幸好關

山慈濟醫院開了洗腎室，媽媽可以就近

來洗腎，體重才慢慢回升。現在由兒子

開車前往，母子倆一起洗腎，有時兩人

上午洗完腎，媽媽下午還有體力去菜園

工作。

但也因為媽媽現在體力太旺盛，讓陳

大哥有了新的煩惱。因為媽媽前些日子

騎車外出蹓躂竟跌進水溝，幸好僅有局

部挫傷沒有造成骨折。陳大哥透露，媽

媽很不聽話，像是提醒她攝取水分要注

意，不要一直吃醃製品。媽媽卻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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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八十幾歲了，再吃也沒有幾年了。」

但是當被醫生問有沒有吃不該吃的東西

時卻不敢說實話。又或者告誡媽媽不要

到處亂跑，仍會接獲村裡「線民」通報

媽媽的方位，媽媽解釋：「在家很無聊，

我去菜園動一動打發時間，沒有到很遠

的地方。」反倒覺得兒子才應該將事業

放手交給孫子，不要讓自己太勞累！隔

著幾道床邊圍簾，看似在相互告狀的母

子倆，傳達的都是為彼此好的心意。

陳大哥的哥哥因腎臟疾病已往生，

而哥哥身上的腎是當年媽媽為了救兒子

捐的。四年多前，陳大哥得知自己的病

情已是第五期末期腎臟病，必須開始洗

腎，也有過沮喪低潮，但很快就告訴自

己要樂觀看待，因為若輕易被疾病擊

倒，會害到整個工班的人，大家的經濟

都會受到影響。於是，他坦然面對洗腎

治療也兼顧工地巡視的職責，不僅維持

原有的興趣和生活，一起打拚的工班也

都維持著穩定收入。不受腎病影響，陳

大哥肯定了自己活著的價值。雖然吳勝

騰醫師也為他以工作為榮的價值感開

心，但還是會苦口婆心叮嚀：「我希望

你不要這麼累，可以做休閒的事，不要

一直往工地跑，可以多陪陪媽媽，兩個

人互相照顧。」

提起關山慈院血液透析室的環境及

服務態度，陳大哥給予好評價。面對洗

腎帶來的不適，腎友難免情緒起伏大，

有時會口氣不佳甚至大聲怒罵，但慈院

的護理師總是笑笑回應，當然，還有總

是提醒他在大太陽底下需控制水分攝取陳大哥 ( 上 ) 載著媽媽 ( 下 ) 一起來關山慈院洗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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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免腎功能惡化的吳醫師。「吳勝

騰醫師是目前為止，在我心中認定分數

最高的醫生！」陳大哥說，這裡唯一美

中不足的就是沒有夜間洗腎，「因為媽

媽有時候晚上突然喘起來，關山慈濟不

能收，我們就必須跑到臺東市。」但是

本身是工班主任的陳大哥心裡也明白，

「人力」是小地方最難擁有、最欠缺的。

有醫師來

關山慈濟才能有腎臟次專科

偏鄉及離島地區難留醫師是長年以來

的問題，因為生活機能不夠好，交通不

便，子女就學選擇性也少，因此就連招

聘新進醫師都很困難。關山慈濟醫院早

期的腎臟專科是倚賴慈濟人醫會成員，

也是臺北元林診所的林元灝醫師來支援

下鄉義診才能存在。而後來能夠接續成

立血液透析室，除了花蓮慈院腎臟科團

隊的支持之外，吳勝騰醫師是關鍵人

物。

曾經有位毒品前科的病人，年輕時

投資失利敗光家產，人生一蹶不振，身

體狀況也愈來愈差。他來到關山慈院洗

腎，但配合度差，情緒不穩定，常態性

欠費，被許多醫院視為麻煩人物。某一

次治療結束，吳醫師卻給他當次的醫療

費用清單，請他離院前先到櫃檯完成批

價結帳。對於這個有點異常的舉動，吳

醫師說明，如果可以讓那個病人體會自

己也有能力支付的感覺，或許會幫助他

成為更好的人。

吳勝騰醫師坦言，當年答應留在關山

慈院一起經營血液透析室，其實是很擔

心運作不來的，因為病人有些問題不是

只有腎臟疾病，還會有其他慢性共病，

並非他的專業就能解決；此外，只有他

一位腎臟科醫師，「萬一我生病的話，

誰能夠接我的班？要來關山，交通上會

有問題，會有其他醫生來支援嗎？」但

明顯看見這麼多病人的洗腎需求，他還

是接下任務。

花蓮指導關山回饋

支援玉里愛善循環

吳醫師說，一個洗腎室能運作要感

謝的人太多了，除了醫療志業各位主管

感謝花蓮慈院腎臟科團隊的支援，關山慈院血

液透析室得以順利運作。圖為林韋辰醫師。



人醫心傳2023.1123

關山慈濟醫院血液透析室

的支持，關山慈院全院同仁的努力，尤

其是行政及總務同仁在準備期的全力衝

刺，在營運過程的全力配合，血液透析

室才能夠穩定運作。

關山慈院血液透析室，試營運時收

二十六位病人，啟用的第二年、第三年

遇到新冠疫情，仍維持每個月四百到

五百的洗腎人次；二○二三年一到十

月，平均洗腎人次為七百一十六人次，

發揮良能，把血液透析室十五床的利用

率運用到極致。

現在，醫院收的洗腎病人有六十二

人，而且已經滿床了，有十個病人不

得不先轉到東興診所，預計明年 (二○
二四 )血液透析室擴建完成後，才有機
會將病人轉回來。

在花蓮慈院腎臟科團隊的協助指導

下，關山慈院血液透析室的服務日漸成

熟上軌道，也有能力回饋支援玉里慈院

的血液透析室服務；東臺灣三家慈濟醫

院之間，盪起一串串醫療愛與善的漣漪

與循環。

腎下光陰，彼此更加珍惜
血液透析室護理師　江婉婷

在洗腎室擔任護理角色，來洗腎的腎友都是腎

臟疾病第五期，也就是末期，經過醫護人員照

護之後不適症狀明顯改善，此時常問我們：「可

不可以不要洗腎了？反正我也沒有不舒服？」

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好好回答，容易讓腎友對於

醫療環境有所疑慮及產生不信任感，此刻護理

人員的同理心很重要。我們替腎友減少生活上

的不適感感到開心，但不能貿然停止洗腎，所

以衛教很重要。衛教宣導很重要，了解慢性腎

臟病的「分期」，讓個案盡早明白預防勝於治

療。 

在臺灣，護理人力不足，醫療環境壓力大，希望腎友對待護理人員多一點尊

重；而在照護上，我們護理人員多一點同理心及尊重腎友的意願，相信彼此

會為透析目標更加努力，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