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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花蓮慈院院長高瑞和、外科部主任李明哲及護理團隊（一般外科病房陳幸姬護理長、田淑惠副護理長、開刀房徐淑華護理長、外科加護病房鄭麗娟護理長）陪著
三對移植個案切蛋糕慶重生。
  
  
 
親子間的溫暖真情加上專業的醫療團隊，圓滿了整個家庭。2016年2月17日到3月23日，短短三十六天，花蓮慈濟醫院接連完成了三例活體器官移植，4月28日
上午，花蓮慈院舉辦活體器官移植成果分享會。外科部主任李明哲表示，這三例都是由兒子捐給自己的爸爸或媽媽，分別是兩例肝臟與一例腎臟移植，預後狀況良好，希望
這三對親子都能身體健康，並且好好珍惜這親上加親的因緣。
      
  開心牽著您的手
  　
「如果可以為自己的父母，或因病所苦的家人做點甚麼，我相信大家都會這麼做！」今年29歲的張仕修表示，移植手術之前看到媽媽因為肝硬化，平常幾乎都是臥床休
息，連自己行走都有困難，真的覺得很捨不得，後來知道可以做肝臟移植之後，就決定要把肝臟捐給媽媽。
  
  　
仕修的媽媽王綠英表示，其實一開始還不知道兒子要捐肝，後來兒子跟他說，「他怎麼可以沒有媽媽？沒有媽媽以後誰來唸他？」王綠英說，聽了真的很感動！感恩兒子
的貼心，先生一直以來的照顧，還有李明哲主任帶領的醫療團隊，讓她有再活下去的機會。
  
  　
「老媽我愛你！」開心牽著媽媽的手，仕修說，自己以前不是這麼肉麻的人，但是手術之後讓他更珍惜家人。本身術後的狀況恢復良好的仕修表示，現在生活上的活動
跟騎機車都沒有問題，仕修說，這要感謝李主任的醫術高明，尤其是媽媽手術之後，李主任還照三餐來看媽媽。
  
  同肝共苦父子檔
  　
同樣接受肝臟移植的還有年僅19歲的曹永明與父親曹玉璞。接受兒子捐贈肝臟的曹玉璞開玩笑地說，以前我是爸爸，現在兒子永明才是爸爸，而且我們是同『肝』共
苦！永明表示，雖然爸爸是自己喝酒喝到肝硬化，但是看到父親後來腹水很嚴重，肚子越脹越大的樣子，讓他決定要把肝分給爸爸。
  
  　
李明哲主任表示，其實永明在未滿十八歲的時候，就提出想要捐肝給爸爸的想法，但是因為受限法律規定，除了年齡限制之外，還必須經過監護人同意以及許多審查，在這段
過程中，除了堅定了永明想捐肝給爸爸的意念，其實他也沒有忘記國民的義務－服兵役。
  
  　
在滿十八歲之後，永明問李主任說，有沒有辦法等幾個月再捐，因為他想先把兵當完。李主任表示，當時他跟永明說，捐了肝就不用當兵了，但是永明堅持該做的事情還是
要做，所以，就先當完兵再來安排移植手術，李主任說，可能也因為當兵訓練身體關係，永明身體恢復的狀況也比預期來的快，術後第四天就吵著想要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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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腎利好臉色
  　
「其實做這個決定根本不需要考慮或者鼓勵，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家人健健康康。」22歲還在就讀大學的吳嘉宏表示，爸爸以前每周一、三、五都要洗腎，一
次要四個小時以上，每次洗完腎都會頭暈、嘔吐、不舒服，所以，自己就上網查資料，想找到辦法可以幫爸爸，後來查到可以「腎臟移植」，就決定要把一顆腎臟捐給
爸爸。
  
  　
罹患末期腎臟病的吳進財，洗腎已經洗了一年多，吳進財眼眶含著淚水的說，兒子從小就很體貼，很謝謝兒子的付出，也感謝李明哲主任跟他的團隊。對比幾個月前還在洗
腎的暗沉膚色，嘉宏說，現在跟媽媽最開心的事情，就是看到爸爸的紅潤臉色！
  
  　
「感謝勇敢的家屬，感謝信任我們的病人，感謝所有共同努力的團隊！」器官移植光是手術時間，往往需要十個小時以上，更別說其他的申請、審查及身體檢查等程序
，在三十六天內完成這三例手術，對醫護團隊來說是很大的考驗，而活體器官移植對捐贈者來說也是個艱難的決定。
  
  　
大體捐贈器官的來源，來自於腦部死亡的病人，但是活體器官捐贈者是活生生的人，是為了他們的親人才會接受手術，雖然手術風險很低，譬如說活體肝臟移植手術的死亡率
大約是千分之4，李明哲主任表示，這樣的機率對醫療團隊來說不高，但是對於一個健康的人來說，他本來完全不需要接受手術的風險，所以，願意提供器官給予親人的人，
他需要非常大的勇氣，但是這對於他往後的身體狀況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因此才有活體器官移植手術的產生，才能及時挽救寶貴的生命。
  
  　
李主任表示，曹永明跟張仕修分別捐贈了60％、55％的肝臟給他們的親人。而肝的大小跟人身體大小是正相關，嬌小的人肝也比較小。其實捐贈者剩餘的肝臟大小
比例比較小，通常捐贈者只剩下大約30％的肝臟，但是平均五天肝臟就能恢復正常功能，六個月長到正常大小的90％，12個月幾乎可以長到正常的100％。另外，
人體兩個腎臟平常只會發揮50％的功能，一旦做了腎臟移植，腎臟就必須發揮100％的功能，也是在六到十二個月就會恢復正常的功能。
  
  　
花蓮慈院二十年來已經累績超過兩百例以上的器官移植手術，其中包含169例腎臟，49例肝臟，李明哲主任表示，器官短缺在全世界是很普遍的現象，很多需要器官移植
的病人，因為得不到需要的器官而喪失生命，這次的三個兒子都說到「決定其實是很快的」，不過李主任說，決定其實是很難，只是有時候一個猶豫就會有無法挽回的結
果，他的親人可能就走了，所以，很高興能有機會提供醫療服務給需要的人。
  
  　
因為有父母的愛，才有孩子的出生，但是這三個家庭因為孩子對父母的愛，讓他們的家庭更圓滿。花蓮慈院院長高瑞和表示，這三對活體器官移植，是他們親子間比血濃於
水還要深的因緣，花蓮慈院自1997年開始就推動器官移植與勸募，這麼多年花蓮慈院在花蓮承擔起急重難症高科技醫學中心的任務，希望未來能繼續守護東部及全臺灣民
眾的健康，也希望器官移植團隊更上一層樓，可以服務更多病人，讓愛能傳遞給更多的人。
  

   

   圖：三對移植個案與他們最熟悉的器官移植勸募團隊合照（主任李明哲；協調護理師施明蕙、周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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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曹玉璞露出接受兒子曹永明肝臟之後，留下的愛的印記。
   右圖：吳進財眼眶含著淚水看著兒子吳嘉宏摘取腎臟手術後的傷口。
   
   

   左圖：張仕修開心永抱著母親王綠英。
   右圖：張仕修分享自己捐肝救母之後，恢復良好的傷口。
    

  

   撰文者：黃思齊

  

   報  導：花蓮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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