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器官捐贈率，在亞洲名列第2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蒐集的

資料顯示，我國器官捐贈率在亞洲各國僅次

於以色列，位居第2。按民國94-96年的平均

值，我國每百萬人口約有6.8人捐贈器官，

比日本、南韓及香港都高出許多（圖2）。

不過，若與歐美相較，由於許多歐美

國家認為人死之後，軀殼屬於「公共財」，

或於器官捐贈相關法令上採「推定同意」制

度，以致我國器官捐贈率仍遠低於多數歐美

國家（圖1）。

根據統計，去年截至10月31日止，我

國屍體器官捐贈者計有160人，受贈者約597

人，較前年同期增加41%，全年器官捐贈比

率可望超過百萬分之7.7，創下新高。當時

國內還有6128名器官衰竭患者正在等待移

植，但每年能夠如願移植者大約僅600人，

多數病人仍然只能繼續無限期的等待，因等

不到器官而抱憾往生者大有人生。

台灣器官移植醫學進步，病人接受移

植手術後的存活率高達79%至98%，已可與

歐美國家並駕齊驅。衛生署為了持續推動

器官捐贈，將從今年開始更改健保給付相關

規定，修訂醫院評鑑項目，並且委託財團法

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於各器官勸募醫院

實施「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徵詢作

業」，宣導急重症病人有表達捐贈器官的權

利，以及進行器官捐贈意願主動徵詢作業，

期能帶動各大醫院共同積極參與。

世界各國器官捐贈率（圖1） 亞洲各國器官捐贈率（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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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生長曲線圖，台灣將採世衛新版本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表示，未來兒童健康手冊新版印製時，將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

「全球兒童生長曲線圖」供國人參考。

過去40年來，全世界沒有標準化的兒童生長資料，各國各自使用不同的研究數據作為

兒童生長的參考依據。小兒科醫學會理事長張美惠教授、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林秀娟副院長及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北港分院陳偉德院長等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後，均認為我國應採用世界衛生

組織2006年公布的兒童生長曲線作為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自西元1997至2003年收集來自不同國家及人種的8440名0-5歲健康嬰幼兒

的生長及相關資料，建立全球適用的標準兒童生長曲線。這些接受調查的嬰兒均為母乳哺育

並適時添加副食品，受到良好的衛生照護，母親不吸菸，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從世界衛生組織建立的生長標準可知，兒童在5歲前的生長差異，主要是受到營養、餵

食方式、環境及健康照顧的影響，而不是受基因或人種影響，因此適用於全世界的嬰幼兒。

我的寶寶健康嗎？高齡產婦重視產前遺傳檢查

台灣的高齡產婦人數逐年攀升，內政部統計通報資料顯示，自86年

至96年約10年期間的產婦年齡，35歲以上的人數增加了11%。令人慶幸

的是，高齡產婦對產前遺傳檢查的重視度與接受度也有增加。

根據國民健康局補助與生育保健相關的遺傳性疾病檢查案件統計，

96年補助34歲以上孕婦接受產前羊水染色體檢查者有2萬2737人，受檢

率達90%，相較於民國76年推行之初的1197人，受檢率僅7.7%，顯已大

幅提升。

在檢查發現胎兒異常的比率方面，96年接受產前遺傳檢查的34歲以

上補助對象中，胎兒染色體異常占所有異常數的49.3%，約為34歲以下

孕婦（24.66%）的2倍。並且，其中70%是屬於染色體數目異常，包括

唐氏症（第21號染色體3倍體）、愛德華氏症（第18號染色體3倍體）、

巴陶氏症（第13號染色體3倍體）、性染色體多倍體（XXY、XYY、

XXX）等。

由統計資料可知，國內還有1成的高齡孕婦沒有做產前遺傳檢查，

由於胎兒染色體異常機率會隨孕婦的年齡增加而上升，國民健康局呼籲

高齡孕媽咪切莫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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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學生的警訊，招來糖尿病機率很高

國民健康局針對國中、高中、高職和五專學生進行一項健康行為調查發現，體重過重（含

肥胖）者，國中生大約每4人就有1人，高中職五專生大約每3人就有1人。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莊立民理事長等人2003年研究指出，肥胖學生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機

率是一般學生的18倍。另一分析顯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學生中，5成偏向肥胖。此外，國外

臨床研究證實，肥胖的學齡兒將來約有6-7成會從「小胖子」變成「大胖子」，若能適當減重及

增加運動量，預防第二型糖尿病的效果可達50%以上。

兒童及青少年罹患糖尿病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國際資料顯示，他們對治療的遵從性比成

年人差，若未及早發現並給予療護控制，約有半數會在15年後（可能在成年前）發生心血管疾

病、腎臟病、失明、足部病變甚至截肢等糖尿病併發症。

天冷提防腦中風，出現徵兆要立即送醫

冷颼颼的冬季，國民健康局提醒民眾注意健康和保暖，老年人不要一

大早就冒著寒風出門，不要洗三溫暖或熱水浴泡太久，不要大吃大喝，不要

突然用力或做激烈運動，保持情緒平和，經常量血壓、血糖與膽固醇，多喝

水，多攝取纖維素來預防便秘，不讓腦中風找上門。

國民健康局、國家衛生研究院及管制藥品管理局曾經做過一項調查，15

歲以上民眾自述經醫護人員確認發生過中風的比率為1.22%，發生率會隨著

年齡增加而遞增（65歲以上的發生率約為15歲的6倍），且75%的中風病人

會留下後遺症。 

另外，40-64歲民眾有3.77%疑似曾經發生過短暫性的腦缺血（俗稱小中

風），65歲以上民眾的發生率更達9.12%，亦即大約每11人就有1人曾經小中

風。國民健康局委託奇美醫院神經內科林慧娟醫師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將

近10%發生短暫性腦缺血的病人，在7天內會中風。

一旦自己或家人、朋友出現嘴歪眼斜，一側或兩側肢體無力、麻木，言

語不清或表達困難，意識模糊甚至昏迷等中風徵兆，必須立刻送醫。送醫前

有幾件事要注意：

1.保持鎮定，將病人麻痺的那一側肢體朝上側臥，以免嘔吐物或分泌物

掉入肺部，導致吸入性肺炎。

2.不要餵病人任何食物或藥品。

3.解開緊身衣物，如皮帶、胸罩、領帶等，好讓病人呼吸比較順暢。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