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護理部　出院準備組　護理師　蘇綉婷

醫
師，我媽媽這樣怎麼可以出院？」「護

理師，為什麼我媽媽以前可以從嘴巴

吃，現在要靠鼻胃管灌食？」「我媽媽以前

不是這樣的呀！為什麼住院後愈住愈差？」

蔡先生發出一連串的不滿與疑問，對著查房

的醫師及護理師不斷咆哮。

醫師向他解釋疾病過程及預後，但他根

本聽不進去，他只聽到醫師說的一句話「可

以出院了！」想到以後要由自己來照顧完全

臥床的母親，他覺得他根本做不到。媽媽過

去身體那麼硬朗，可以上菜市場買菜，可以

騎摩托車外出，根本不需要人擔心，這一切

突然都變了，媽媽現在躺在床上沒有意識，

活動完全要靠人協助，他真的沒有辦法接

受。    

因此，當醫師認為他媽媽病情已經穩

定，要他辦理出院手續時，他斷然拒絕，每

次談到出院便顧左右而言他，一再說媽媽哪

裡不舒服，哪裡還需要治療不能出院，並且

開始對醫護人員講的話及做的事產生質疑，

導致醫病關係非常緊張，後來醫師會診出院

準備組協助出院後的照護。

兩次會談，突破心防

接到會診通知，我與蔡先生約在病房討

論出院後的照護計畫，蔡先生直接表示沒有

計畫，還希望繼續住院下去，並且抱怨醫護

人員哪裡做得不夠好。第一次見面會談近2個

小時，實在沒有什麼進展，只能耐心地聽他

抱怨，並且約定下一次的會談。

第2次會談時，蔡先生想到上次抱怨了

那麼久，有點不太好意思地說，其實他也不

想這樣，只是長期以來與媽媽相依為命，實

在沒想到有一天她會像嬰兒一樣，需要人家

餵食及換尿布。對於當初媽媽在病危時的急

救，他懷疑那時是不是不要同意急救對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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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嬰兒般的媽媽



比較好，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讓媽媽活受罪，

畢竟媽媽年紀大了，如果能好好走也是一種

福氣。他認為既然是自己的決定讓媽媽成為

植物人，那他就應該負起照顧的責任，醫院

對他而言就是最好的地方，最安心的場所。

介紹資源，指引迷津

我可以體諒蔡先生的心情，我說這個

狀況大家都不想遇到，但是如今只能面對，

我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來處理。媽媽待在醫

院裡容易交互感染，況且她年紀大，每一次

的感染對她都是很大的危機，若病情相對穩

定，最好是出院返家照顧，我們可以轉介居

家護理師定期到他家中訪視媽媽接受照顧的

情形及更換鼻胃管、尿管；還有居家服務及

居家喘息服務，居家服務員定期到家中協助

照顧，可以減輕他的負擔；另外，政府也有

輔具租借及購買補助等服務，可協助他為媽

媽準備所需要的輔具。有了這些長期照顧資

源的介入，相信他媽媽出院返家的照顧事宜

不會像他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蔡先生十分驚訝地說他從不曉得有這些

資源，他一直以為離開醫院就要孤軍奮戰，

回到家只有他一個人面對媽媽，讓他覺得壓

力很大，才會一直拒絕出院。他說，既然有

這些資源相助，他願意回家試著照顧媽媽。

我鼓勵他：「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做得很

好！」

為了媽媽，用心學習

在那次會談之後，蔡先生態度改變了，

他訂定每日的行程表，開始學抽痰，學著抱

媽媽下床坐輪椅，學著做床邊復健運動，並

且一邊準備返家要用的製氧機及抽痰機。他

和醫師約好出院日期，很積極地學習，希望

在出院前能學會照護技巧。

蔡先生如期幫媽媽辦理出院手續，出

院後接受居家護理及居家服務。在電話追蹤

時，他表示目前媽媽在家照護情形穩定，很

感謝出院準備組提供這些資源，他現在可以

每天在家陪著媽媽，覺得這是自己很大的福

份。他還說以前媽媽照顧嬰兒時期的他，現

在換他照顧像嬰兒一樣凡事依賴他的媽媽，

回想自己這輩子不曾幫媽媽洗過臉，也不曾

幫媽媽梳過頭髮，而現在把媽媽照顧得乾乾

淨淨是他最開心的事。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待，他很珍惜現在與媽媽相處的

時間。

肯定鼓勵，安心出院

在協助病患出院的過程中，有很多是

像蔡先生這樣的情形，家屬都擔心出院返家

沒有能力照顧，其實在長期照顧資源的協助

下，我們應該肯定及鼓勵家屬相信自己可以

做得很好，並善盡告知及轉介的責任，讓病

患安心出院！（本院33週年院慶徵文比賽第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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