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 器官移植的技術能夠幫助
危急的病人找到一線生
機，但同時卻也違背了某
些倫理觀念。

• 若有一天，人類身上所有
器官都能夠移植到另一個
人身上，那會是什麼光
景？

• 我們能夠靠著科學技術扮
演上帝嗎？這是個值得思
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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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介紹

• 器官移植是20世紀人類醫學史上的最偉大進展之一

• 定義：是將一個器官整體或局部用手術方式轉移到
一個個體的過程。其目的是用來自供體的好的器官
替代損壞的或功能喪失的器官。

• 依供體分為：

1. 自體移植

2. 同系移植

3. 同種異體移植

4. 異種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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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供體存活分為：

• 活體移植

活體移植是指健康成人將身上的一個器官或器官
的一部分切除，捐贈移植給另一個人，依照法律
規定這個人可以是有血緣關係的五等血親（例
如：父母、子女或是兄弟姐妹等）抑或是有婚姻
關係的配偶。

器官/組織：骨髓、腎臟、肝臟、胰臟、小腸

• 腦死移植

已腦死的人將身上尚可用的一個器官，捐贈移植
給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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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上的腦死是指人體生命中樞（腦幹）因疾病
或外傷因素導致壞死、衰竭，使得呼吸功能停
止、血壓降低、心跳停止；雖說可藉由呼吸器、
藥物來維持人體的呼吸、血壓及心跳等生理功
能，一旦去除呼吸器及藥物，腦死病人即無法自
行呼吸，血壓隨即下降，心跳停止。

器官/組織：角膜、心臟、肝臟、胰臟、小腸

• 活體移植的好處

1.有較佳的移植存活率
2.有較充分的術前準備及配對選擇縮短移植後器

官發揮正常功能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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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排斥的問題

• 人都有「主要組織相容系統，也就是免疫系統，此
系統用以辨別所有外來異物，所以當器官移植時，
會激發此免疫系統而對抗外來的器官。因此，移植
前須先考量「組織相容性」。

• 器官移植有三項配對關卡

1.血型

2.組織抗原/人類淋巴球抗原（HLA）
現已知其基因位於第六對染色體上。這些基因在人
與人間彼此互異，也成了免疫系統辨識你我的標記

3.交叉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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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歷史發展

• 西方；人類早在三世紀就有器官移植人面
獅身的念頭。

東方：西元前300 年中國列子『湯問篇』就
記載扁鵲的心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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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末，西方已大量利用皮膚進行移植；而
臟器移植，則是在本世紀前十年才開始的。

• 技術突破

1905年法國醫生Carrel突破血管吻合技術的瓶頸，
因對器官移植的貢獻而獲得諾貝爾獎。

1978年Calne於臨床應用 Cyclosporine，它有較特異
的抗排斥效果，使得器官移植進入另一個新紀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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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移植
• 1902年3月1日，奧國人Ullman首次成功將一隻狗
的一枚腎臟移植到頸部。

• 1906年Jaboulay將豬或羊的腎臟移植到尿毒症病人
手臂的異種移植，但腎臟只發揮一小時的功能。

• 1946年哈佛大學Hufnagel 、Hume 、Landsteiner開
始從事同種腎臟移植手術，經過丹麥Simonsen及
英國Dempster的改進，而且他們正式提出移植失
敗的原因是因為免疫反應的關係。

• 西元1953年法國醫生Michon和 Hamburger則首次
完成活體親屬間腎臟移植,這枚腎臟發揮功能達二
十二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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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年哈佛大學Merril及Murray為首的移植小組則
首次成功的完成同卵雙生子間的腎臟移植，證實
了組織適合性的重要。

• 1973年Opelz和Terasaki發現曾輸過血的腎臟移植
患者並沒有更容易產生排斥，而且有較好的存活
率，因此指出輸血對移植存活率有延長的效果。

• 1981 Cosimi使用單株抗體OKT3，它可以使T細胞減
少而降低排斥反應，使得一些頑固性急性排斥得
以克服，這一切的進展使腎臟移植手術成為尿毒
症患者最根本的治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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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合法移植的器官類目

• 泌尿系統的腎臟。

• 消化系統的肝臟、胰臟及腸。

• 心臟血管系統的心臟。

• 呼吸系統的肺臟。

• 骨骼肌肉系統的骨骼、肢體。

• 感官系統的眼角膜、視網膜。

•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指定
之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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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屍體器官之規定

• 依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四條之規定：醫師
自屍體摘取器官施行移植手術，必須在器
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
之。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

• 依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五條之規定：前條
死亡判定之醫師，不得參與摘取、移植手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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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捐贈

• 主張活體捐贈的理由

– 可合法捐贈的活體器官或組織為腎臟、肝臟、皮膚、骨髓。

– 可合法捐贈的理由

• 人體腎臟是成對的，只要有一個健康腎即可健康地生活。

• 人體皮膚及肝臟的再生能力很強。

• 人體骨髓不斷在製造。

• 主張活體捐贈的理由

– 屍體捐贈的數量不敷所需。

– 活體捐贈之存活率較高。

– 可以彈性安排施行手術之時間，選擇在對病人最有利的時機
施行。

屍體捐贈

• 贊成屍體捐贈的理由
– 可將資源作最佳的運用，遺愛人間。
– 提供死者家屬化悲哀為喜悅的機會。
– 是莊嚴崇高精神的最高表現。宗教界也非常支
持。

• 有關死亡的認定問題
– 贊成屍體捐贈者，大多主張「腦死即為個體死
亡」。

– 反對者，站在擁護病人人權之立場，則認為
「腦死並不等於個體死亡」。

依人體器官移植條例施行細
則第四條規定

• 「本條例第六條第一款所定書面同意，得
以填具『器官捐贈卡』方式為之」。

• 前項器官捐贈卡，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
定其格式，並得以印製提供使用。

15

器
官
移
植

器官捐贈同意卡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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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器官交易價格

• 肝臟17萬

• 腎臟20萬

• 眼角膜100萬

• 骨髓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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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器官興盛之原因

• 非法買賣信息鋪天蓋地

• 約100萬元包辦器官移植

• 供需矛盾

• 欲捐無門

•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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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移植量(中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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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觀點

• 基督教觀點：

• 上帝所造的世界是最自然的世界，其中的一
切都依照上帝最初的旨意運行，人類沒有必要按
照自己的私意改變自然的規定。

• 倘若人類刻意要以自己的方式改變自然的規
定，就會忘卻自己「受造」的身分，誤以為自己
擁有絕對的主宰權，儼然以上帝自居。這種代上
帝為造物主的作法，自然是一種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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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和深層來看

• 表面：維護基督宗教的基本教義與尊嚴。

• 深層：以防人類狂妄自大所帶來的不幸

後果。

人一旦自居為上帝，
就會忘卻自己的有限
性而為所欲為，像科
技發展帶來的環保問
題一樣，可能為人類
帶來毀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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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觀點

• 以前的觀點：佛教認為，人死後不久，靈魂還
不會離開身體，所以對於外界還會有知覺。因
此不應在此時不顧死者的痛苦切割他的身體，
取出其器官。

• 現在的觀點：

著名的星雲大師：「當你捐出一個眼角膜，就
能把光明帶給別人；當你捐他一個心臟，就能
給他生命的動力；當你捐贈骨髓，就是把生命
之流，流入他人的生命之中。器官移植，帶給
別人生機，也是自我生命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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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對於器官移植或其他科技的發展，應抱持
樂觀而謹慎的態度，畢竟任何科技的產生
都是希望在人類社會中帶來改變，至於是
好的改變亦或壞的改變，須仰賴全人類一
起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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