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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指接合手術巧奪天工
傅尹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院長

傷口修補
Wound repair

20 年前的高雄，加工出口區及各工業區工

廠林立，也創造出了臺灣的經濟奇蹟。但是大家

一定會認為那跟顯微外科手術有什麼關係呢？那

時候，為了趕工日夜加班。再加上職業安全措施

比較不重視，因此常常在工作時不小心造成斷指

而送來急診。那時候的高醫，大概每兩三天就有

病例送來急診要接受處理。也在這些年當中遇到

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及累積各式各樣其他科別的醫

師所沒有的經驗。

慢慢的產業外移後，變成了兩三週才送來一

個病人。直到現在，可能每兩三個月才有斷指送

到急診需要處理。當然，受傷的機制也由工傷慢

慢的轉變到了各式各樣的意外傷害。從車禍截斷

手指到被奶茶的封口機夾斷的傷害。相對的也面

臨到了各式各樣緊張的醫病關係。但也因為經驗

的累積，才有後來的鱷魚事件的經驗以及參與了

異體手移植的團隊。但在過程中的甘苦談不是外

人所能夠體會，而也只求一切問心無愧及勿忘初

衷。

剛剛開始從事顯微手術時，並非那麼的容

易。單單要駕馭那一條比頭髮還要細的針線就非

常的不容易。常常會因為手持不穩而造成針線的

噴飛，結果可想而知，一定是找不到。遺失了針

線後，必須要寫異常事件的報告，也常常造成護

理師相當的困擾。但是一旦看到手術完成後紅潤

的手指，所有的辛勞一掃而空，心裡也有著無名

的成就感。當然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也不知

道經過了多少夜的努力，才能夠在現在，一隻手

指大概兩小時內就可以完成手術．也依稀記得有

一次送來了一個十指全斷的病人。想必又是一整

天的硬戰。因此只好打電話求救當時的林高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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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他也一口答應拔刀相助，也開啟了雙手同臺

演出的畫面。想不到在 5小時內就完成了不可能

的任務。

但是在行醫的過程當中，也有不盡人意的時

候。有一次，急診來了一位大概 19歲的麵包學

徒，由師傅送來急診。右手因為被捲入了攪麵機

而造成血肉模糊，理應做截肢手術，但是當時心

軟，因為才 19歲而且病人又苦苦的哀求。想說

就盡人事而聽天命，而且當時就立刻截肢以後就

沒有任何顯微再接的機會。好不容易費盡了約 8

小時的心力終於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但不幸的

是，軟組織因輾壓的關係而慢慢地壞死。此時，

家屬反而找來了道上的兄弟團團圍住護理站，希

望我們能夠有個交代。只因為有一位醫師前輩

說，若能一開始就使用一種通血路的自費藥，就

能救活這 5 根手指！因此希望我們能夠有所賠

償。當時的我，雖然故作鎮定，但是手指卻不聽

使喚。握著滑鼠的手，不停地抖動，根本不容易

點擊到所要選取的照片。還好每次做顯微手術前

都會照相做紀錄。好不容易拷貝下了受傷當時及

手術後的照片跟家屬說，以這時受傷的相片去問

一下其他醫學中心的顯微手術醫師是否有自信可

能完全存活？若是有人背書，再來談條件。而事

後病人就自動離院，這件事才因此而不了了之。

當然心中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過了一段時間的

沉澱，才恢復了對顯微手術的熱忱。

在多年的磨練之後，對於急性的肢體斷肢再

接有了初步的經驗。也才有了後續成果可以讓人

津津樂道。最有名的是鱷魚的斷臂事件。原本不

是我值班，但是還是被召回高醫接受挑戰。也依

稀記得急診前面當時的 SNG車排了一整排，以

為是發生了重大的社會事件。手術隔天才知道是

這麼受矚目的斷臂事件。這件事情也持續了 48

天才慢慢的落幕。而後續也有火車少年斷臂事件

◎圖片由劉學聖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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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指意外發生後斷肢如何處理：

1.盡可能以生理食鹽水清洗斷指

2.生理食鹽水濕紗布包上

3.放到塑膠袋中

4.最後在放入冰水中

5. 在兩到六小時內送到醫院處理千萬不可將斷

指直接放到冰水中，將造成細胞壞死而影響後續 

的治療效果。

一般情況下，擠壓手指根部就能夠有效止血，並

用簡易的紗布及彈繃包紮止血後立刻就醫。

斷端如何處理、止血？ 

及小孩子被封口機斷指的事件上了報紙頭條。因

此體會到了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一蹴可磯的。平

時必須要按部就班做，有了基本功之後才會有小

小的成就。

當然講到斷指，不免俗地必須講到如何保

存才能夠爭取到更多的手術時間，以避免軟組

織的壞死。以前公安還不是很重視及斷指保存

還不是很了解的時代。有時候送來的斷指雖然

保存在透明的液體玻璃罐內。但是一打開瓶罐

就有濃濃的酒味，有如泡在藥酒當中殺菌。當

然是無法接受手術了！更無奇不有的是裝在福

馬林的罐中，只能當標本保存了。而目前不管

是工安或是駐廠護士，都具有相當的經驗，也

能夠妥善的保存斷肢送到急診接受進一步的治

療。在此也再次的宣導下列的步驟來保存斷肢，

方便醫師後續的顯微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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