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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患，例如，冠狀動脈性心臟病、原發性心肌病、心瓣膜疾病合併心肌 病、或複雜的先天性心臟病等，若到心臟衰竭末期，未及早作移植，

則病患可能在半 年內死亡。1967 年 12 月，南非 Barnard 醫師首次完成人類心臟移植，至今已 35 年。 國內心臟移植手術始於 1987 年，心臟移

植人口逐年增加，為亞洲移植人數之冠。目 前國內第一年之術後存活率達 94%，高於全球的 88%。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1998 年提出健康不只是生 理、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健康，更包括了靈性健康。病患靈性需求是否被滿足，會影響 其疾病復原及生活品質。因而

靈性需求已成為不可或缺之健康概念。 心臟移植術前準備期及術後恢復期常很長且涉及個人及全家之生活品質影響甚 鉅。然而，近年來，國內外

心臟移植護理學者缺乏對心臟移植病人於手術不同階段之 靈性需求進行比較及研究，其研究主題多集中於：(a) 患者等待心臟移植的時間；(b) 患
者在心臟移植等候期中，身體症狀的惡化、心理與社會壓力、及健康需求；(c) 患 者在等待期的自我照顧經驗及生活品質；(d) 患者在等待期的希

望與社會支持(9,10)； 及(e)患者在心臟移植術後之自我照顧行為、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 另外，近年來，臨床上心臟移植病人於術前、術後一再

表示其有靈性困擾。然 而，本國臨床護理同仁由於對病人靈性概念模糊，且未受完整之靈性護理訓練，而將 照顧重點放在病患生理、心理及社會

層面的需求；當病患進一步表達其靈性需求時， 護理人員常不知如何處理其問題或刻意逃避。 本研究希系統的探討本國心臟移植病人於手術前後

不同恢復階段之靈性需求、 影響因素、期待之護理照顧及病人所採用的因應措施。預計為期兩年，採 "長期定 性、定量綜合研究法」（Longitudinal 
between-method triangulation），自北部兩家著 名施行心臟移植手術醫院收案 40 名。第一年採探索性質性研究法，以半結構式之訪 談指引，進行

深度訪談收集質性資料，第二年發展問卷，以質、量性分析法，針對本 國心臟移植病人於手術前後不同恢復階段之靈性需求及期待之護理照顧，

進行質性及量 性之整合性分析比較研究，以作為醫療人員照顧此類病患靈性需求的參考，並對國內 心臟移植病患提供完整之全人照護。 本研究



計畫的目的為： . 探討本國心臟移植病人於手術前後不同恢復階段之靈性需求及期待之護理照顧。 . 比較本國心臟移植病人於手術前後不同恢復

階段之靈性需求及期待之護理照顧差異。 . 探討影響本國心臟移植病人靈性需求之相關因素。 . 探討本國心臟移植病人於手術前後不同恢復階段

靈性需求所採用之因應措施。 . 發展本國心臟移植病人手術前後不同恢復階段之靈性需求及期待之護理照顧之問卷 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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