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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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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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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換腎的病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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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