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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導致使血管硬化狹窄，血液無法流通，而使心肌缺氧受損造成的心臟病冠狀動脈粥樣硬

化性是目前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魏崢醫師個人開心手術經驗超過一萬例，有成功完成全球首例置換全人工心臟後，再

接受心腎聯合移植之病例；成功完成全球首例運用自體心臟移植方法，將心臟移出胸腔，修

補左心室破裂再植入的病例；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以不輸血方式，進行二歲幼童的心臟移植手

術；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以缺氧13小時之心臟進行心臟移植，至今仍為體外停留最長之紀錄。

魏崢為了大幅提高主動脈夾層手術之成功率，設計研發用於主動脈夾層瘤之人工血管接環也

同步獲美國葯物食品管制局(FDA)及台灣衛生福利部核可上市。

在台灣心臟開刀手術從傳統以金屬辮膜及組織辮膜兩種手術進行更換，到現在發展

至經導管植入的最新材料、再加上醫學界不斷創新的醫療工程技術、幫助病人手術後僅

有微小的手術傷口等，都是魏崢及其帶領的醫療團隊持續為病人努力的目標。

魏崢醫師說：「心臟外科手術時我們也會因開刀、縫合病人傷口時讓自己受傷，隨時

有被病人感染的高度風險，但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在當下全神專注每一個手術環節，

為病人做最好的醫療判定，讓病人相信心臟外科團隊能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因此，身

為心臟醫療團隊成員人人都應有甘冒風險之勇氣，站在病人的立場，對開刀抱持著興趣，

時刻學習先進權威的創新醫療技術，發掘精進科技，為病人提供最好的醫療方式。

 競業合作團隊的正向思維

廿五年來魏崢醫師帶領的心臟移植小組共完成470例心臟移植。存活20年以上的大有人在

（圖4）。魏崢視病如親，為鼓勵病人復健，百忙中還抽空帶病人登山慶生（圖5），真是仁心

仁術，華陀在世。

振興醫院心臟外科專於各種心臟疾病手術治療(包括冠狀動脈繞道術、心臟瓣膜手術、先

天性心臟病手術、心臟移植等)，及各類血管手術(包括主動脈手術、週邊血管手術、血管通

路手術等)；同時備有機械性心臟輔助器，如主動脈內氣球幫浦 (IABP)、體外生命支持系統葉

克膜(ECMO)和心室輔助器(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以便在心肺功能急性惡化時維護生命。

圖5.   魏崢帶領換心人登山，協助康復。 民國79年39歲的年輕軍醫-成功開心教授，
被推薦為第28屆十大傑出青年，實至名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