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教師參考資料

全人健康．身心社靈

●	 定義

◇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1947年的定義，健康是指個人在生理、心

理及社會適應三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種狀態。若僅在生理方面

沒有生病或者體質健壯，而在心理或社會適應任何一方面不

在良好狀態，便不能視為「健康」

◇	 簡而言之，「健康」的定義，應包括身體的生理(身)、	

心智/思考能力(心)、社交/社會融合/與社會的關係(社)

及情緒/靈性/人生意義/宗教信仰(靈)四個層面的「幸福	

安康」

◇「身、心、社、靈」這四個層面，既獨自運作又相互協調、	

互為影響；四者運作良好，方得以稱為整體(全人)的健康

◇	 換句話說，全人健康就是人身體機能、心理、社交生活及	

靈性達至合一而整全的狀態

◇	 全人/整全(holism)的觀念來自希臘文holo，有「完整、	

整體、全部」(whole)的概念，同時又有「幸福安康」	

(wellness)的涵義

◇	「全人健康」者擁有：

	 ■		 身(生理健康）	─	 身體機能運作良好，狀態良好

	 ■		 心(心理健康）─	精神狀態良好，有能力記憶、推理、	

	 	 分析及作合理的決定，並能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

	 ■		 社(社交健康）─	 能有效地與人溝通，並與他人建立及	

	 	 維繫良好關係，主動關心及尊重他人，對社會有歸屬感

	 ■		 靈(靈性健康）	─	 能處理快樂、憤怒、悲傷、驚慌及	

	 	 沮喪等不同情緒，並有高層次、追求真善美的清晰人生	

	 	 目標；或有宗教信仰

◇	「身、心、社、靈」這四個層面互相扣連，例如：

	 ■		 身體的殘障(身)，不方便出行阻礙溝通，會影響個人	

	 	 社交生活(社）

	 ■		 病人因疾病而不適或疼痛(身)，導致情緒低落(心）

	 ■		 患有抑鬱症(心)的人，可能懼怕與人交往(社），	

	 	 導致社交障礙

	 ■		 器官衰竭代表身體不健康(身），或會導致抑鬱甚至	

	 	 自殺(心），同時亦會影響家庭、工作及朋友的交往(社）

	 ■		 保持全人健康(包括「身、心、社、靈」）十分重要

●	 認識自己的身體

	 主要器官：

	 ◇		 心臟

	 	 	 ■	 心臟的主要功能為推動循環系統中的血液。血液為	

	 	 	 身體各個器官提供氧氣及養分，以維持正常功能，	

	 	 	 同時把身體產生的代謝廢棄物，帶到腎和肝臟分解，	

	 	 	 排出體外

	 	 	 ■	 常見導致心臟病的原因包括吸煙、超重、運動不足、	

	 	 	 高血壓、高血脂(膽固醇)以及糖尿病等

	 	 	 ■	 因心臟衰竭而需要進行心臟移植的個案時有所聞，	

	 	 	 需要靠心臟移植治療的疾病包括：原發性擴張性心臟	

	 	 	 病、冠心病、心瓣問題引致的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

	 	 	 ■	 心臟移植的捐贈和受贈者，需要身形和心臟大小互相	

	 	 	 配合。本港首宗心臟移植成功個案，早在1992年於	

	 	 	 葛量洪醫院進行

	 ◇		 肝臟

	 	 	 ■	 肝臟有多種功能，包括分解身體內的有毒物質，如	

	 	 	 藥物、酒精等；葡萄糖代謝，將血糖維持正常水平；	

	 	 	 製造人體重要的蛋白質；製造膽汁，幫助消化食物和	

	 	 	 排出廢物

	 	 	 ■	 常見導致肝臟疾病的原因包括肝炎、酗酒、藥物	

	 	 	 濫用、工作過勞、家族遺傳等。誤食有毒物質(如發	

	 	 	 霉花生或有毒菇類)也是致病原因之一

	 	 	 ■	 需要靠肝臟移植治療的疾病包括：肝硬化、急性肝	

	 	 	 衰竭、肝癌、代謝性肝病、其他不可逆轉的肝病(如	

	 	 	 多囊性肝病）

	 	 	 ■	 肝臟是人類身體各器官中唯一有再生功能的器官，	

	 	 	 即使正常肝細胞量低於25%，仍可再生長成正常大小	

	 	 	 的肝臟。因此，肝臟是可以進行活體捐贈。香港首宗	

	 	 	 遺體肝臟移植成功個案，於1991年在瑪麗醫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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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肺臟

	 	 	 ■	 肺臟的主要功能是將氧氣從空氣中吸入，並傳到	

	 	 	 血液，再運輸到身體各部份使用，亦會將二氧化碳從	

	 	 	 血液中排出至大氣中。肺位於胸腔，共有五片肺葉：	

	 	 	 右肺有三片肺葉、左肺有兩片肺葉

	 	 	 ■	 長期吸煙會使肺部持續發炎，刺激黏液分泌，損壞	

	 	 	 氣管壁及肺組織，形成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慢性	

	 	 	 阻塞性肺病及肺癌；長期吸入二手煙亦可引起同類型	

	 	 	 肺病

	 	 	 ■	 進行肺移植的病人，手術前身體其他機能需要	

	 	 	 運作良好，肺移植方能達到良好治療效果。需要	

	 	 	 肺移植的疾病種類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原發性肺	

	 	 	 纖維化病、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病等

	 	 	 ■	 肺移植的捐贈和受贈者的身形大小，必須互相配合。	

	 	 	 香港首宗單肺移植成功個案，於1995年在葛量洪醫院	

	 	 	 完成

	 ◇		 腎臟

	 	 	 ■	 腎臟是泌尿系統的一部份，分泌尿液把過多的水份、	

	 	 	 代謝廢物和毒素排出體外。腎臟還有調節血壓、	

	 	 	 電解質(如鈉、鉀、鈣等)及釋放紅血球生成素刺激	

	 	 	 骨髓製造紅血球等功能

	 	 	 ■	 常見導致腎臟疾病的原因有：糖尿病、腎小球炎、	

	 	 	 高血壓、痛風、藥物及多囊腎等

	 	 	 ■	 當腎功能達末期腎衰竭階段，便需要靠腎移植治療

	 	 	 ■	 一個人有兩顆腎臟，但即使只有一顆健全的腎臟亦可	

	 	 	 正常生活。因此，腎臟是可以進行活體捐贈的。香港	

	 	 	 在腎移植方面經驗豐富，首宗遺體腎臟移植成功	

	 	 	 個案，早於1969年在瑪麗醫院進行

	 主要組織：

	 ◇		 眼角膜

	 	 	 ■	 眼角膜是眼球前端的一塊透明薄膜，進入眼球的光	

	 	 	 經過角膜後，通過晶狀體的折射，使光線(影像)聚焦	

	 	 	 在視網膜上，構成影像

	 	 	 ■	 眼角膜容易因受損或感染而留下疤痕，影響視力，	

	 	 	 嚴重的會引致失明

	 	 	 ■	 角膜移植是本港現時進行最多的組織移植。由於排斥	

	 	 	 機會較低，角膜移植手術的成功率較為高。香港首宗	

	 	 	 眼角膜移植成功個案，於1961年進行	

	 ◇		 皮膚

	 	 	 ■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組織，主要功能是保護身體、阻擋	

	 	 	 外來細菌和其他微生物的入侵，減低水份流失，	

	 	 	 排汗、調節體溫及感覺、產生維生素D，儲存脂肪	

	 	 	 等。不同區域的皮膚，其感覺是不同的，手指最	

	 	 	 敏感，特別是觸覺；一些地方則十分遲鈍，例如足底

	 	 	 ■	 皮膚很容易受到損傷，如果損傷輕微，身體可以自行	

	 	 	 產生膠原蛋白和纖維蛋白修復；若皮膚受到嚴重損傷	

	 	 		（例如火災傷者)，就要進行植皮手術

	 	 	 ■	 皮膚移植可分為自體和異體移植兩大類。自體移植是	

	 	 	 由患者身上取出某部份皮膚，移植於其他部份，主要	

	 	 	 用作治療嚴重燒傷和外科重整。異體移植由遺體捐贈	

	 	 	 者給有需要人士使用，可覆蓋大面積燒傷的皮膚表面

	 ◇		 骨骼

	 	 	 ■	 骨骼的主要功能是保護及支撐人體內部的各個器官，	

	 	 	 為肌肉提供了強健而靈活的支架和附著處；而骨髓	

	 	 	 在長骨的骨髓腔和海綿骨的空隙，會製造紅血球和	

	 	 	 白血球。此外，骨骼亦會儲藏礦物質(主要是磷和鈣）

	 	 	 ■	 骨骼移植分自體和異體移植兩大類。自體移植是從	

	 	 	 患者自己身上取骨，移植於患處。異體移植可由遺體	

	 	 	 或活體捐贈

	 	 	 ■	 骨骼移植可用於重建大段骨骼、股/膝關節缺損，及	

	 	 	 修補創傷及骨瘤切除後的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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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生理健康」

◇	 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習慣；有些對身體有利，	

部份會對身體有害

◇	 所謂「習慣成自然」，我們應該建立及維持良好習慣，包括

均衡飲食、經常運動、作息有序等

◇	 均衡飲食

	 ■		 健康飲食金字塔

	 	 均衡飲食是維持健康的要素，我們應依照「健康飲食	

	 	 金字塔」的原則飲食，以穀物類為主，並多吃蔬菜及	

	 	 水果，進食適量的肉、魚、蛋和奶類及其代替品，減少	

	 	 鹽、油、糖分；並以去肥剩瘦，多採用低油量的烹調	

	 	 方法如蒸、燉、炆、烚、白灼等或用易潔鑊煮食，及	

	 	 減少煎炸，以求達致飲食均衡、促進健康

	 ■		 進食正確的食物種類

	 	 	 不同食物有不同的營養價值，因身體不能從單一食物中	

	 	 得到全部所需營養素。根據健康飲食金字塔，我們需要	

	 	 進食各大類別食物，同時也要進食每一大類別中不同的	

	 	 食物，以吸收各種營養素，滿足身體所需

	 ■		 進食正確的份量

	 	 	 進食太多或太少都不利於身體健康，我們的身體每天	

	 	 需要一定分量的營養素來維持最佳狀態。如果進食	

	 	 不足，就很可能出現營養不良或相關營養缺乏的症狀；	

	 	 相反，若進食過量，則可導致營養過多或增加肥胖的	

	 	 機會。因此，要維持身體健康，我們需進食合適的分量

	 	 	 ▲	 吃最多	─	穀物類

	 	 	 ▲	 吃多些	─	蔬菜和水果類

	 	 	 ▲	 吃適量	─	肉、魚、蛋及代替品(包括乾豆)和奶類及代	

	 	 	 	 	 替品

	 	 	 ▲	 吃最少	─	油、鹽、糖類

	 	 	 ▲	 每天喝足夠的流質飲品(包括清水、清茶、清湯等)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健康資訊）

	 ■		 由食物獲取充足而均衡的營養，能促進身體生長、維持	

	 	 身體機能，以及復修細胞及組織。食物中的營養素有：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

	 ■		 營養失調（營養過剩或營養不足）會危害個人健康

	 	 	 ▲	 營養過剩例如過量攝取總脂肪、飽和脂肪、多元	

	 	 	 不飽和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糖分等，會引起「肥胖	

	 	 	 症」、過重、糖尿病的問題，從而引致心臟病、	

	 	 	 腎病、中風和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風險等

	 	 	 ▲	 營養不足是指缺乏蛋白質或維生素等基本營養。營養	

	 	 	 不足成因很多，大部分跟不良飲食習慣、營養攝取	

	 	 	 不足和不斷感染疾病有關。雖然營養不足甚少直接	

	 	 	 致命，但會侵害健康，引致疾病

	 	 	 	 (A)	膳食中的纖維攝取量降低，會增加患結腸癌的	

	 	 	 	 機會

	 	 	 	 (B)	蔬果攝取量低會增加中風、心臟病和癌症(例如	

	 	 	 	 肺癌和胃癌)的風險

	 	 	 	 (C)	缺乏鐵、維生素A、鋅、碘等微元素，也會引致	

	 	 	 	 營養缺乏症候群。缺乏維生素A會導致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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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運動

	 ■		 經常運動的確實益處

	 	 	 在每星期大多數日子抽空做適量運動，並且持之以恆，	

	 	 可在以下各方面改善健康狀況︰

	 	 	 ▲	 延年益壽

	 	 	 ▲	 減低死於心臟病的機會

	 	 	 ▲	 減低患上糖尿病的機會

	 	 	 ▲	 減低患上高血壓的機會

	 	 	 ▲	 有助患有高血壓人士降低血壓

	 	 	 ▲	 減低患上結腸癌的風險

	 	 	 ▲	 減少抑鬱和焦慮的情緒

	 	 	 ▲	 有助控制體重

	 	 	 ▲	 有助強健骨骼、肌肉和關節

	 	 	 ▲	 有助年長者更加健壯，更能活動自如而不致跌倒

	 	 	 ▲	 促進心理健康

	 ■		 保持身體健康所需的運動量

	 	 	 運動無須劇烈，也可促進身體健康；每日的運動量，	

	 	 只要相等於消耗150卡路里熱量，已足以令身體獲益。	

	 	 運動量是下列三者的綜合作用：

	 	 	 ▲	 持續時間

	 	 	 ▲	 劇烈程度

	 	 	 ▲	 次數

	 ■		 各人可視乎喜好用不同方法達致適當的運動量。	

	 	 換言之，持續較長時間地做不太劇烈的運動與做較劇烈	

	 	 運動一段較短時間，兩者對健康帶來的益處都是一樣。	

	 	 簡單來說，令人心跳加速加強、流汗或呼吸加重的	

	 	 運動，都可視作劇烈程度中等或適量的運動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健康資訊)

◇	 作息有序

	 ■		 作息定時，生活有序，並養成好習慣，是「全人健康」	

	 	 的基礎。規律性的生活，有助我們養成定時飲食、定時	

	 	 完成工作的好習慣，對身心皆有好處

◇	 病向淺中醫

	 ■		 依照醫生吩咐，準時食藥

	 ■		 防止病情進一步惡化，例如腎病或任何器官的病症初期，	

	 	 如不小心控制，隨時可惡化至器官衰竭的階段，需要	

	 	 洗腎或器官移植，如腎、心、肺、肝臟移植

●	 壞習慣對身體的影響

◇	 吸煙

	 ■		 不論是一手煙還是二手煙，吸煙引致中風、心臟病及	

	 	 各類癌症的機會較非吸煙者高。吸煙會大幅提高患心臟	

	 	 血管阻塞而致心肌梗塞、心律不正及心衰竭的機會，	

	 	 亦會引致其他血管阻塞而導致中風。煙中的焦油會破壞	

	 	 肺部和氣管細胞，增加患氣管阻塞、支氣管炎、肺氣	

	 	 腫、肺衰竭及肺癌的機會。吸煙亦會增加患上其他癌症	

	 	 如膀胱癌、前列腺癌的風險，患有牙周病的機會也比非	

	 	 吸煙者高出五倍。肺癌病患者中有八成是吸煙者，口腔	

	 	 癌患者中有九成為吸煙者。即使不是直接吸煙，二手煙	

	 	 的煙霧中含有害化學物質及致癌物質，同樣有害

	 ■		 電子煙將化學物質加熱及汽化後，可能產生有害物質和	

	 	 致癌物，危害不小。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託香港	

	 	 浸會大學測試市面上13種電子煙，發現含有多種有害	

	 	 物質和致癌物，會干擾甲狀腺分泌及影響生殖能力和	

	 	 胎兒發展。此外，電子煙內的電子裝置安全成疑，外國	

	 	 曾有電子煙加熱或充電時爆炸的例子

	 	 	 (資料來源：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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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毒

	 ■		 吸毒對身體有害，整體影響極大，後遺症極多；當中	

	 	 包括腦部受損、尿頻及小便失禁、肝臟及腎臟受損、	

	 	 心臟衰竭，嚴重者可能致命

	 ■		 許多毒品都會使人成癮，影響情緒及行為。吸食者	

	 	 發怒、焦慮或沮喪時，毒品可使他們的情緒變得更加	

	 	 壞。即使是有鎮靜效果的毒品（如鎮靜劑），也會令人	

	 	 衝動，影響個人社交行為及抑制力，而導致傷害自己及	

	 	 他人的犯法行為，後果不堪設想

	 	 	 (資料來源：保安局禁毒處)

◇	 酗酒

	 ■		 未成年人不應喝酒。若沉迷喝酒至無法自制，導致	

	 	 認知、行為、身體、社會功能或人際關係方面的障礙或	

	 	 損傷，就可以視為酗酒

	 ■		 酗酒會損害健康，特別是腦部、心臟、肝臟、胰臟以及	

	 	 免疫系統，導致心律不整、肝硬化及肝衰竭，並會增加	

	 	 患上癌症的風險，懷孕時飲酒亦會影響胎兒。此外，	

	 	 酒精會令人成癮，對酒精產生依賴，並引發多種生理和	

	 	 心理健康、家庭問題，傷害自己和他人

◇	 沉迷打機

	 ■		 終日沉迷電子遊戲之中，容易導致人際關係疏離、社交	

	 	 障礙

	 ■		 專注螢光幕及鍵盤操作，會影響眼睛、脊椎、手腕等的	

	 	 健康

	 ■		 沉溺於遊戲虛擬世界，會浪費時間、金錢，荒廢學業

◇	 無論吸毒、吸煙、酗酒或沉迷電子遊戲，均對身體有害，	

可能引致各種疾病，嚴重者會導致器官衰竭，或需器官移植

●	 保持「心理健康」

◇ 「心理健康」是「全人健康」的一個重要環節，保持「心理

健康」十分重要

◇	 心理健康的人，精神狀態良好，有能力記憶、推理、分析及

作合理的決定；並能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

◇	 擁有健康心理質素的人，會把「改變」視作「挑戰」，而不

會視之為壓力

◇	 人體的生理系統會因精神狀況而作出反應。面對壓力時，	

血液中含有高濃度的活化血小板，膽固醇等脂質水平也	

甚高；這會加快動脈壁的動脈粥樣硬化現象，使動脈硬化和

變得狹窄、血壓上升，增加了心臟病發和中風的機會。短期

壓力也會影響免疫系統，增加患傳染病的機會

◇	 保持心理健康、消解壓力的方法有運動、參加社交活動等

◇	 運動

	 ■		 運動有助處理壓力，持續運動可增加我們處理各種壓力	

	 	 的能力

	 ■		 運動時，腦中會分泌出腦內啡(類似天然嗎啡的物質)，	

	 	 讓人產生幸福及愉悅感

	 ■		 腦內啡會在體內流動，幫助我們放鬆、控制情緒和舒緩	

	 	 壓力

◇	 消閒活動及個人嗜好

	 ■		 人與生俱來便喜歡玩耍，參與不同的康樂和消閒活動，	

	 	 會帶來愉悅的感覺

	 ■		 人可以藉着有益身心的消閒活動（例如與家人傾談	

	 	 聊天、家庭旅行、郊遊）達至正面的精神狀態。喜愛	

	 	 消閒活動和有個人嗜好的人，較易保持心理健康狀態

	 ■		 個人嗜好如下棋、垂釣、飼養寵物等，能夠令繃緊的	

	 	 精神放鬆，亦是紓緩壓力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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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社交健康」

◇	 人是群交的動物，也是社群的一分子。保持「社交健康」的

人，能夠有效地與別人交往，能夠維持親密關係，並且能夠

敬重和容忍他人

◇	 此外，「社交健康」的人，亦能夠關懷和喜愛他人、尊重他

人；並在自己身處的社群、社區及社會建立歸屬感，對家庭

和社群作出正面貢獻

◇	 家庭

	 ■	「家」是「社會」的主要組成部份。中國人對「家」尤其	

	 	 重視，每逢大時大節，中國人都會一家大小團聚見面，	

	 	 互道近況，由此可見「親情」和「家庭」對中國人的重要

	 ■		 在其他文化中，「家庭」亦十分重要。由夫婦及子女組成	

	 	 的「家」，是西方社會的核心單元。在「家庭」之中，	

	 	 如果能夠有良好的親子關係、夫妻關係和諧，對家庭	

	 	 成員中的個人、夫妻及子女的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

	 ■		 香港受傳統的儒家文化影響，在家庭中講求「長幼	

	 	 有序」、「尊卑分明」。然而，近年社會環境急劇	

	 	 改變，個人經歷亦會有差異；不同世代之間，容易產生	

	 	 隔膜，這種「代溝」會導致家庭產生分歧

	 ■		 包容、關懷、溝通，是緩解衝突、解決問題的良方，	

	 	 也是建立良好關係的關鍵

	 ■		 換位思考、用心體諒家人的難處，可以減少磨擦；以	

	 	 實際行動關心家人的需要，亦能令家庭更和諧

	 ■		 如果家中有長期病患者，不論是病患者本人或負責照顧	

	 	 的家人，都易產生身心疲累的感覺。病者往往會沮喪	

	 	 灰心，或會覺得家人不能體諒自己；而家人要犧牲自己	

	 	 的私人時間長期照顧病者，難免感到身心俱疲

	 ■		 世事無常，人生際遇難以掌控；意外、病患若要降臨，	

	 	 常人亦無可避免。不過，無論遇到甚麼難題，若有家人	

	 	 的關懷與支持，並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永遠是對抗	

	 	 人生逆境的最佳方法

◇	 朋輩社群

	 ■	 	 在社會生活，必然會接觸其他個體，包括鄰居、同學、	

	 	 師長，及從其他途徑認識的朋友等。良好的社交生活，	

	 	 令人能夠增加自信、減低抑鬱情緒，以樂觀的態度面對	

	 	 生活

	 ■		 若能在「社交」方面保持健康，透過朋友間的體諒、	

	 	 關懷與幫助，會有助提升自己「身體」或「心理」的	

	 	 健康水平。由此可見，即使不幸罹患疾病也不應孤立	

	 	 自己，嘗試接受親友的關懷和慰問；此外，若能與同病	

	 	 相憐的病友彼此勉勵支持、交流療養心得，對改善病情	

	 	 更有莫大幫助

●	 保持「靈性健康」

◇ 「靈性健康」會影響「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是「全人

健康」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 「靈性健康」的人，能處理快樂、憤怒、悲傷、驚慌及沮喪

等不同情緒，並有高層次、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標，擁有	

清晰的世界觀

◇	 宗教/哲學思想/具信念的清晰世界觀，能解釋個人存在的	

意義，並能為「我的生存有何意義？」、「我從何處來？最終

會往何處去？」、「我為何生在世上？」、「怎樣才可以找到人

生意義和滿足？」、「真理是甚麼？」等問題提供答案

◇	 人若能找到生存的意義和目的，並知道如何完成夢想、目標

或使命，便會有求生意志和生存動力，並懂得妥善處理快

樂、憤怒、悲傷、驚慌及沮喪等情緒

◇	 有些人即使身體有殘障或遭逢逆境(例如疾病、不幸際遇或

意外等)，但因為有清晰的人生方向，擁有良好的心智、	

穩定的情緒，因而能積極面對不幸和逆境，充實地和有意義

地生活

◇	 從宗教的角度看，信仰是「靈性健康」的基礎。有信仰的

人，對所信宗教有高度信心，同時又有盼望和承擔。正信的

宗教會為一個人的生存賦予意義和目的，並指示道德方向	

(例如對「真、善、美」的追尋)，為信徒界定了甚麼是	

人生中有意義的事

◇	 這種信念，必然包括對「全人健康」的追求。透過宗教的	

管束與鞭策，聚會、靈修等方法，信徒會逐步培養個人	

毅力、意志力，並在個人生活上把信仰實踐出來。由此	

可見，「靈性健康」也是「全人健康」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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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妙敏個案簡介

●	 第一次換腎

◇	 伍妙敏，在大學修讀新聞系。23歲時因身體不適，經檢查

後發現患上末期腎衰竭，當時醫生說她的腎功能已經很差，	

基本上沒辦法根治，只能一世洗腎，除非有人願意捐腎	

給她。當時仍是學護的妹妹伍妙莊突然聽到從小一起長大的

姐姐罹患重疾，沒有多作考慮，便毅然決定捐出腎臟，救助

姐姐。

◇	 伍妙敏當時因妹妹的決定，令她不但沒有死亡的擔憂，反而

感到盼望。手術後姐妹均身體無恙，而伍妙敏康復後亦與	

常人一樣，組織家庭、誕下子女，重新踏上人生坦途。

●	 第二次換腎

◇	 三十多年後，伍妙敏再度患上腎衰竭，身體狀況亦輾轉	

變差。當時醫生說只有兩項選擇，就是洗腎或者換腎。妙敏

本擬以洗腎延續生命，因考慮這三十年來，每當妙莊生病或

不舒服，都會覺得跟當年捐腎給自己有關，所以不想再有人

冒險。

◇	 洗腎始終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另一妹妹妙琼眼見姐姐身體

日差，變得瘦弱，她不忍心姐姐繼續受痛苦，而且她相信	

近親的活體捐贈，排斥機會較少，遂自動請纓捐腎救助	

姐姐。結果手術成功，姐妹倆均回復健康。

●	 姊妹情深

◇	 伍妙敏表示家人在兩次捐贈中都表現平靜。因為她們本來	

關係一直十分親密，從小一起長大，姐妹就是朋友，朋友	

就是姐妹，不會因為器官捐贈改變。伍妙敏姊妹情深，攜手

跨過生命的難關，正是伍家的寫照。

◇	 伍妙敏表示她積極面對病患可能是因為爸爸的緣故。他的	

爸爸是很個積極的人，無論面對什麼困難，都會想辦法	

解決，不會怨天尤人。

◇	 現時姐妹三人繼續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推廣器官捐贈的	

信息，期望憑着自己的經歷，能感染和幫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