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因人口老化，慢性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眾多，導致末期腎臟病（洗腎）的發生率及盛行率

在全球排名長期高居前幾位。此一重症不僅造成洗腎家庭多重壓力，更可能影響家庭功能的

正常運作，也令全民健保的財政負擔雪上加霜。

雖然腎臟病常常是無聲無息地發生，即使疾病在進展或惡化中，患者往往也很難察覺到身體

有異樣，大多要到腎臟功能僅剩正常的20%才會開始出現明顯症狀。但是，要知道自己有沒有腎

臟病其實是很簡單的，只要做個尿液及血液檢查即可真相大白。

文．圖�腎臟科腹膜透析室　透析技術師　蔡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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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腎臟病友的忠告
護腎愛自己 永遠別放棄



因此，當年齡超過40歲，有必要定期作

身體檢查，尤其是四高（高血壓、高血糖、

高血脂、高尿酸）患者，或是腎臟病高危險

群（年齡大於65歲；有糖尿病、高血壓、腎

結石、腎臟病等家族病史；長期使用止痛

藥、不明成分中草藥或減肥藥等可能有腎毒

性的藥物者；有痛風、心血管疾患或曾經發

生急性腎臟功能衰竭者），更需要落實「護

腎三三」。所謂「護腎三三」即每3個月做抽

血、驗尿、量血壓等3項檢查。

腎臟病患常見的兩極反應

腎臟病在早期其實不是太嚴重，若能

落實生活型態及飲食的調整，並定期回診追

蹤，大多數患者都可以將病情控制得很好。

但是我們在門診發現很多患者一旦有了早期

腎臟病，就開始擔心洗腎那一天的到來，猛

鑽牛角尖，把自己搞得神經緊繃；相反的，

一些腎臟病末期快接近透析階段的患者卻老

神在在，對疾病不以為意，以為醫院的衛教

都是危言聳聽，甚至以為我們在推銷洗腎治

療，讓人哭笑不得。

在治療腎臟病的漫漫長路上，患者跟著

我們的腳步往前走，其中很多都已邁入十幾

個年頭了，大家相處得就如親人一般，但還

是有很多患者還沒到需要洗腎的程度便已離

世，原因多為心血管意外，感染或腫瘤等。

一位拒絕洗腎病友的遭遇

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往生了，我十分難過

及不捨。這位朋友52歲，是一位資深的保險

經理，服務過無數客戶，收入非常可觀，一

家人常快樂出遊。他雖然罹患糖尿病及高血

壓多年，也曾被告知腎臟功能不好，但這些

問題只要控制得當，未來的生活還是可以很

有品質的。

然而他對健康太過輕忽，對腎臟功能不

好這件事似乎也沒放在心上，最後一次看到

他時，他臉色蠟黃，極為虛弱，連坐著都會

呼吸急促。他雖然沒在本院做例行性追蹤，

但按我臨床工作的直覺，他應該快需要洗腎

了。果不其然，從他太太口中得知，他在某

家醫院治療，醫師曾建議他洗腎，但他拒絕

了，說是要去吃中藥及做其他治療。以我的

病友分享腹膜透析歷程 對腎臟病的治療若有疑問，應多請教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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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只能尊重他的決定，並且提供一些衛

教諮詢。

這次見面後沒多久，他的病情急轉直

下，經緊急送醫，到院時已無意識，昏迷指

數僅3分，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急救、插管及

心肺復甦術，生命徵象是救回來了，但他始

終沒有清醒。隨著住院天數的延長，併發症

一再出現，包括多重器官衰竭、感染、壓瘡

等，當然還是免不了做了他先前排斥的洗腎

治療。

住院兩個多月後，家屬決定拔除他身

上所有管路，讓他留一口氣回家，他回家後

沒多久就往生了。聽到這些，我的心情真的

是掉到谷底，心想，52歲的中壯年，事業成

功，金錢不缺，家庭也美滿，雖然腎臟病纏

身，但只要配合醫療，後半段的人生應該是

彩色的，為什麼他及家人都選擇消極的不洗

腎而變相放棄生命呢？

每個人對疾病的看法不同

就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我發現這應

該是價值觀的問題。每個人對於疾病的認知

不同，有的人覺得透析沒什麼，就像近視要

戴眼鏡一樣，腎臟功能沒了就要透析或移植

新腎；有的人卻覺得透析像是被判了死刑一

般，套在身上的疾病標記可能讓他生活得很

痛苦或覺得很不光彩。

然後，我認真檢視自己服務多年的洗

腎病患，很多被診斷有慢性腎臟病的患者，

隨著時間及病程進展進入透析治療前，我常

常要與他們及家屬進行多次拉鋸戰，或者是

說心裡攻防戰，此時必須發揮敏銳的觀察力

及溝通技巧，再利用工作周遭的資源如透析

志工等，才能讓他們願意接受透析治療。其

中有不少患者是撐到最後一刻才勉強同意透

析，或是經家人或親友不斷督促才做出透析

的決定。還有一些個案比較特殊，例如年紀

非常大或是同時存在多種無法治癒的重症，

此時我們會與患者討論採取保守治療或是安

寧療法的可行性。

只要不放棄未來就有希望

坦白說，在接受透析治療的初期，真

的會帶給生活及工作一些困擾，但這只是暫

時的，隨著穩定的治療和生活習慣的調適，

很多腎友仍然可以過得很好，在職場上的表

現也與一般人不相上下。我們門診有幾位透

析志工，不僅在家中做好原本的角色（如：

太太、媳婦、先生、兒子、爸爸等），更貢

獻寶貴的時間在門診服務患者，如果他們不

說，沒人相信他們是洗腎病友。

我們期待透過衛教服務，幫助慢性腎

臟病患好好戰勝疾病，繼續發揮人生的價值

和擁有生活的樂趣。請大家切記，只要不放

棄，未來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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