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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發佈醫學院新聞 

十年有成，陽明交大醫院攜手十字軍關懷社區銀髮長者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08.12 

 

陽明交大醫院攜手十字軍宜蘭隊展開下鄉服務活動，今年已邁入第 10 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自 2012 年攜手十字軍宜蘭隊展開下鄉服務活動，迄

今已是第十屆。今年「健康活樂宜蘭市計畫」從 8 月 10 日至 15 日，為期六天

走訪社區，包括宜蘭市慈安里、成功里及中興里，落實醫院深耕社區、關懷社

區銀髮長者之理念，更實踐長照 2.0 在地老化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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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活樂宜蘭市計畫」十年執行至今，已走訪宜蘭市全市各里 65 歲以上里

民，進行居家式健康檢查、問卷調查等服務，以了解宜蘭市長者身心狀況及健

康程度，做為提供社區健康促進活動之基礎，也實踐長照 2.0 在地老化的願

景。每年 8 月都攜手陽明交大十字軍宜蘭隊進行暑期訪視及社區關懷活動，累

積參與學生人數達 217 人次，造訪共宜蘭市 38 個里、近 2 萬位里民，訪視問卷

成果提供了宜蘭市在地流行病學豐碩的研究貢獻，而社區預防醫學工作的宜蘭

經驗也獲得 18 篇國際學術期刊發表。 

陽明交大十字軍幫里民進行健康活力檢

測 

 

社區醫學中心潘柏榮主任表示，經過

十年努力，陽明交大醫院不但已完成宜蘭市長者的全面訪視，也從 2017 年開始

進行第一次的健康追蹤；追蹤報告顯示宜蘭地區由於高齡化，長者罹患慢性病

數量比率持續上升，平均每位長者罹患一種以上慢性疾病的比率高達 85%、二

種以上的比率接近 60%，罹患失能及失智的比率也隨著年齡增長而上升。醫院

也依據統計結果進一步規劃出不同類型的健康促進及長照服務，包括：成立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A 級據點」、「長者健康促進中心」及「小規模多機能

服務中心」，藉以提供更加乘的在地長者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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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醫院表示，「健康活樂宜蘭市社區關懷服務計畫」能繳出傲人成績單，

十字軍成員功不可沒。陽明交大十字軍宜蘭隊因為疫情去年暫停一年，今年成

員的組成除了醫學系大學部同學，更有多位陽明交大公衛所和衛福所的研究生

加入，搭配醫院的社區志工（社區天使隊），一同深入社區，關懷與服務宜蘭在

地長者，除了播下「醫德」的種子，也注入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的溫暖力量。 

陽明交大醫院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讓這群未來的醫護人員得以及早接觸社區，

關懷社區銀髮長者的身心健康；另方面也透過此一訪視活動，讓年輕學子將熱

情傳達給宜蘭市的長者們，進而增加他們在地生活的快樂及幸福感。 

陽明交大醫院將持續鍊結民間團體及企業等社會資源共同推展活樂宜蘭，相關

成果亦可提供在地醫療機構及政府衛福單位極具參考性的田野調查資料，期望

能在這後疫情時代回饋給鄉里及社區更多實證的服務，讓在地活樂老化的願景

能逐步實踐，也持續為宜蘭市長者提供社區關懷服務。 

 

出隊啟程儀式，與會

貴賓和陽明交大十字

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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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糞便細菌尋找肝癌治療的蛛絲馬跡，榮陽交團隊發現肝癌免疫治

療新指標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09.08 

 

榮陽交團隊 9 月 7 日舉行記

者會，說明肝癌免疫治療新

指標之研究成果  

糞便總給人汙穢、不潔的

印象，甚至讓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最新的研究卻發現：糞便中的細菌可以有效

預測免疫療法對肝癌的治療效果。腸道中有好菌相的病患，不僅免疫治療反應

較佳，存活率也明顯較高。 

免疫療法是近年治療癌症的新選擇，特別是對於那些無法透過手術切除的肝癌

患者更具有重要性。然而，目前仍缺乏有效的生物指標來預測免疫療法對肝癌

的治療效果。 

臺北榮總胃腸肝膽科黃怡翔主任，同時也是陽明交大臨床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領導的肝癌團隊，自 2018 年起，對於在臺北榮總接受免疫治療的 41 位肝癌患

者，在其治療前收集糞便檢體，並與 17 位健康民眾的糞便檢體，進行腸道微菌

叢的次世代基因定序比較分析，後續另以 33 位肝癌患者的檢體做分析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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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所使用

的糞菌製備 

 

 

一般而言，肝癌患者糞便以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的細菌為主。在那些腫瘤惡化

患者的糞便中，研究團隊觀察到有較多的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 9，擬桿菌

門）；相反的，對於免疫療法有良好反應的患者糞便中，則是以毛梭菌

（Lachnoclostridium，厚壁菌門）、韋榮氏球菌（Veillonella，厚壁菌門）占大

宗，同時毛梭菌的豐富程度也與患者糞便中的次級膽酸濃度有顯著的相關性。 

整體而言，腸道內有好菌相的病患，其肝腫瘤對免疫治療的反應以及存活率皆

明顯較佳。根據統計預測：糞便中有較多毛梭菌但較少普雷沃氏菌的患者，其

存活率的中位數可達 22.8 個月，是最佳情況。 

黃怡翔教授表示，人類的腸道系統內共生著數以兆計的腸道細菌，與人體的營

養、代謝、免疫等機能息息相關。不只是肝癌，也有研究指出腸道微菌叢能調

節黑色素瘤、部分肺癌和腎臟癌對於免疫治療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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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道菌叢對於腫瘤治療仍未臻明確，但有一些研究發現毛梭菌具有抗發炎的潛

力，而普雷沃氏菌則與發炎失衡有關，這些可能都是腸道細菌影響免疫療法的

原因。 

黃怡翔教授（左三）、李沛

璋醫師（左二）與研究團

隊成員 

 

 

研究團隊成員，同時也是臺北榮總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李沛璋表示，臺灣乃至

於整個亞太地區皆為肝癌的盛行區，這項研究成果有助於臨床醫師以非侵入性

的方式預測肝癌病患接受免疫治療後的腫瘤反應及存活預後，進而提供病患更

適切的治療模式以對抗肝癌，降低肝癌的死亡率。 

雖然科學界並不是首次發現腸道細菌與癌症治療有關，例如先前的動物與人體

試驗都曾發現雙岐桿菌（Bifidobacterium）與瘤胃菌（Ruminococcaceae）會影

響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療效果，但本次發表的成果是首次針對肝癌免疫療法與腸

道細菌的研究。這項研究榮獲今年歐洲肝病醫學會年會肝癌類別的最佳研究，

並已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癌症免疫治療期刊》（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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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快慢謎團揭密 台灣研究團隊領先全球破解 

來源：自由電子報                                     刊登日期：2022.09.16  

北榮心臟科醫師暨陽明交通大學教授、中研院生醫所副研究員胡瑜峰團隊解開心跳快

慢的謎團。(陽明交通大學提供) 

〔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心跳為何忽快忽慢？一直是科學界尚未解開的謎

團，但已被北榮心臟科醫師暨陽明交通大學教授、中研院生醫所副研究員胡瑜

峰團隊解開，該團隊發現糖分代謝調控心跳的新機轉，透過全基因比對後發

現，負責糖分代謝基因的「醛縮酶 C」會調控心跳的快慢，並提出補充糖解能

量可預防或治療心跳過慢或過快，團隊正在研發相關藥物或非藥物治療方式，

將可望取代需要手術植入的心臟起博器。 

遇到暗戀對象就像跑步一樣，都會心跳加速，靜坐休息時心跳相對和緩，學界

對心跳快慢原因莫衷一是，主要原因來自很難取得或分離正在跳動的人類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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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心臟細胞，胡瑜峰團隊透過用於基因治療的調控心跳的心臟節律細胞，進行

全基因型比對，分析發現該細胞和糖分代謝有強烈關係。 

團隊再進一步分析，發現是心臟節律細胞的醛縮酶 C 基因扮演關鍵因素，並進

一步證實醛縮酶 C 調控糖分代謝，進而調控心跳快慢，胡瑜峰團隊的發現，為

相關研究開啟一扇全新的大門。 

人體新陳代謝的網絡中，通常都是從糖解作用開始，而要啟動糖解作用則有賴

細胞中的醛縮酶基因，醛縮酶又分 ABC 三型，目前學界對僅存在於心臟節律細

胞的醛縮酶 C 認識最少，胡瑜峰說，現在發現相關機轉，未來可透過代謝或補

充醛縮酶 C 等方式調控心跳快慢，甚至有望用非藥物的非侵入性療法進行相關

預防治療，以減少因為心跳過慢或過快帶來的健康風險。 

因醛縮酶 C 具細胞專一性，未來若有相關藥物，可望取代臨床治療心跳過快常

用的乙狀阻斷劑，胡瑜峰說，很多心跳過快的民眾雖無生命危險，但會感到不

適，目前開立的處方箋都是服用乙狀阻斷劑為主，而乙狀阻斷劑主要是透過阻

斷β1 和β2 受體，阻止腎上腺素作用，進而讓心跳減緩，但幾乎全身細胞都有β

1 和β2 受體的感受細胞，因此連帶也會帶來較多的副作用，像服用後會全身無

力，氣喘患者也不能使用。 



28 
 

至於未來要如何補充醛縮酶 C？胡瑜峰說，團隊還在探索可能的基因治療方

式，但也在找尋是否可透過飲食、運動等改變日常生活習慣方式調整糖分代謝

或補充糖解能量。 

該研究刊登於 IF 達 23 的心臟醫學權威期刊《循環研究》(Circulation Research)

之封面故事。 

 

胡瑜峰團隊發現，糖分代謝調控心跳的新機轉，透過全基因比對後發現，負責糖分代

謝基因的「醛縮酶 C」會調控心跳的快慢，並提出補充糖解能量可預防或治療心跳過

慢或過快，該研究躍上心臟醫學權威期刊《循環研究》(Circulation Research)之封面

故事，也是台灣首次有研究登上該期刊封面。(記者楊媛婷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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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與臺大合作研究發現：PM2.5 不同排放源造成的健康危害

有別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09.26 

 

台大環工所蕭大智教授（左）與

陽明交大環衛所紀凱獻教授於觀

測站前合影 

 

除了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的質量濃度外，科學家發現其組成成份也是

影響健康的元凶，建議後續進一步探討懸浮微粒中可反映毒性的細胞氧化壓力，更精

準瞭解空氣品質與健康之間的影響。 

由陽明交大與臺灣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分析都會區的懸浮微粒發現，其組成包

含有機氣膠、鐵、錳、銅等物質，這些物質是造成細胞氧化壓力的元凶。值得

注意的是，這些空氣中的金屬並非全部來自汽機車廢氣排放，比較可能來自塞

車走走停停的剎車碟盤磨損。 

研究團隊利用臺灣大學靠近基隆路的測站，以氣膠採樣器收集近一個月的空氣

樣品，發現懸浮微粒的成分多是汽機車排放到空氣中與陽光產生化學反應的顆

粒物，也就是俗稱的「二次無機氣膠」，另外還有少量黑碳及金屬，證實都會區

擁擠的交通是造成區域空氣品質惡化的原因之一。二次無機氣膠與黑碳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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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的交通污染物，然而研究發現汽機車頻繁剎車所釋放的金屬微粒──「非

尾氣排放」（Non-Exhaust Emissions），對健康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國外早已發現剎車碟盤磨損產生的金屬顆粒，和引擎燃燒所釋放的尾氣一樣，

都會引發細胞發炎並提高呼吸系統併發症風險。 

 

剎車碟盤磨損產生的金屬顆粒，和引擎燃燒所釋放的尾氣一樣，都會引發細胞發炎並

提高呼吸系統併發症風險 

主持研究的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蕭大智教授表示，懸浮微粒對人體的危

害主要來自細胞堆積過多的活性氧化物──也就是俗稱的自由基堆積，進而造成

細胞損壞。團隊發現懸浮微粒的成分無論是二次無機氣膠、黑碳或空氣中的金

屬，都可能是造成細胞氧化壓力的來源。 

負責分析空氣中懸浮微粒成分及毒性影響的陽明交大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紀

凱獻教授說，目前監測的懸浮微粒質量濃度，並無法完整呈現懸浮微粒對健康

影響的全貌，而且與細胞氧化壓力的關聯性不佳。一個地區的懸浮微粒質量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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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能相同，但其實組成成分大為不同，若能進一步評估空氣中懸浮微粒成分

的細胞氧化能力，對民眾健康將更具意義。 

臺大與陽明交大團隊未來將納入細胞氧化壓力的概念，建立新一代的懸浮微粒

評量系統，讓民眾瞭解空氣品質對健康的影響；並協助政府研擬管制作為時，

有一個有效污染改善與健康防護之依據，精準提升空氣品質監測。 

前監測的懸浮微粒質量濃度，並無

法完整呈現懸浮微粒對健康影響的

全貌；若能進一步評估空氣中懸浮

微粒成分的細胞氧化能力，對民眾

健康將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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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新冠焦慮有解？陽明交大與北市聯醫揭露大腦發炎康復後的抗焦

慮分子機制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10.03 

 

Fkbp5 基因與抗焦慮之機轉 

焦慮是長新冠（long COVID）後遺症中經常被提及的症狀，但為何一般感冒發

燒康復後，就比較不會有此後遺症？最新的動物模型顯示可能是 Fkbp5 基因在

作祟。 

Fkbp5 基因是壓力賀爾蒙受體活化後的下游基因，可調控壓力賀爾蒙受體活

性。這個基因在精神障礙成因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轉錄出來的 Fkbp51 蛋白，不

僅參與主掌壓力反應的神經內分泌系統，也就是下視丘-腦垂腺-腎上腺軸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簡稱 HPA）的回饋控制，也與免疫反應有

關。 



33 
 

由陽明交大生理學研究所與北市聯醫松德院區精神醫學部組成的團隊，發現

Fkbp5 基因剔除小鼠，在身體發炎反應後的康復初期，雖然生病不適症狀已經

緩解，但還是會呈現類似焦慮的行為。對比正常野生型小鼠，其康復後並不會

有焦慮行為。 

為了模擬身體的發炎反應，研究團隊先是將脂多醣──一種細菌細胞壁上常見的

毒性化學物質，注射在 Fkbp5 基因剔除鼠體內，讓小鼠短暫出現食慾不振、體

重下降的生病效果，再利用齧齒類動物討厭高度和空曠環境的天性，將小鼠放

入高架十字迷宮與空曠環境中，觀察小鼠活動與行為。當小鼠在空曠環境待的

時間越久，表示愈適應高度與空曠環境，代表焦慮程度越低。 

研究發現注射脂多醣 7 天後，小鼠食慾及體重都逐漸恢復，但 Fkbp5 基因剔除

鼠會出現類似焦慮的行為。一般而言，受到外來毒素刺激後，免疫系統與大腦

海馬迴微膠質細胞會活化來對抗發炎，但這樣的現象在基因剔除鼠身上並不明

顯，證實 Fkbp5 基因可調控體內發炎所導致的焦慮。 

 

生理所李怡萱教授（左）與甘育

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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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這項研究的陽明交大生理學研究所李怡萱教授表示，發炎反應會活化 HPA

軸，讓 Fkbp5 基因轉錄的 Fkbp51 蛋白過度表現，並啟動下游一連串分子機

制，包含在腹側海馬迴神經元中有較多的 GABA 合成酶──GAD65 來抑制神經

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情緒會較為穩定。不過一旦 Fkbp 基因遭到剔除，此分子

路徑就無法發揮正常穩定情緒的作用而導致焦慮。 

也是主要研究者之一的北市聯醫松德院區精神醫學部黃名琪醫師說，過去已證

實腹側海馬迴神經元有較多 GABA 神經傳導有助於對抗焦慮，但非發炎引起的

焦慮則無此作用。這項研究對於發炎相關疾病康復後產生情緒障礙的診斷與治

療，提供了新學理基礎。 

 

北市聯醫松德院區精神醫學部黃名琪

主任 

 

感染新冠肺炎引起的細胞激素是造成發炎反應的原因之一。儘管 Fkbp5 基因與

長新冠引起焦慮仍需釐清，但這項研究已初步揭露 Fkbp5 基因在發炎所導致焦

慮的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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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參與成員包含陽明交大生理所甘育菱博士、何榕恆碩士、王震宇博士

後研究員、及腦科學研究中心葉信顯老師、解剖所鄭瓊娟老師、生理所林惠菁

老師。其成果已刊登在《神經發炎學期刊》（Journal of Neuroinflammation）。 

 

陽明交大生理所李怡萱教授實驗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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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友邦健康體系 陽明交大與國合會共同舉辦友邦政府官員培訓

專班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10.18 

參與培訓的 11 位學員

來自貝里斯、瓜地馬

拉、巴拉圭、聖露西

亞、聖文森及史瓦帝

尼，分別代表衛生福利

部及醫療機構等部門 

為促進友邦政府的健康體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IHP）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自 10 月 17 日起舉辦為期 4

週的「2022 年友邦政府中高階官員培訓專班－國家健康體系專班」，攜手陽明

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宜蘭衛生局、亞東醫院、敦仁醫院、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

份有限公司等相關單位，開設公共衛生體系專業課程，給予友邦國家官員來台

受訓之機會，一同強化國際外交，交流衛生技術，成就強化健康體系之願景。 

此次參與培訓的 11 位學員來自貝里斯、瓜地馬拉、巴拉圭、聖露西亞、聖文森

及史瓦帝尼，分別代表衛生福利部及醫療機構等部門，期待藉由不同國家間的

衛生經驗分享與友邦國家的衛生知識交流，強化國際視野及友邦健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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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期 4 週的培訓專班中，包含企業與機構智庫參訪 （科技與生技公司、產

業研究機構、衛生機關）、文化參訪（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各類課程及論壇，

透過課堂及實地參訪，讓培訓學員們從各角度更加了解公共衛生之重要理念、

新進趨勢及實務應用，幫助學員們認識台灣政府與民間機構的經營及國際合作

的現況，也期望學員們能針對本國業務及未來發展提出行動計畫，達到強化友

邦健康體系之目的。 

 

為期 4 週的培訓專班

中，包含企業與機構

智庫參訪、文化參

訪、各類課程及論壇 

 

21 世紀以來，全球面臨各式疫情肆虐，包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H1N1 流感、中東呼吸道症候群（MERS）、伊波拉等等，近 3 年之新冠肺炎疫

情也導致大量社會經濟損失。本校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成立於 2002 年，由

校內跨領域系所共同支援授課，開辦二十年來已經培育 212 名畢業生，其中

166 皆為國際學生。畢業生返國後服務於母國的政府機構、醫療體系、民間非

政府組織或是學術單位。疫情肆虐期間更顯出學程教育的價值，許多畢業生返

國帶回台灣經驗，幫助母國度過艱難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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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學程拓展教育量能訓練短期來訪的國際學員，使其有能力處理棘手的公共

衛生議題；未來也將持續與國合會合作，共同推動國際合作發展事務，積極協

助友好國家發展，給予友邦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技術及人力培訓資源，增進對外

友好關係。 

 

「2022 年友邦政府中高階官員培訓專班－國家健康體系專班」由陽明交大醫學院國際

衛生碩士學位學程（IHP）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共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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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仁術救治病患，王署君教授與游昌憲校友榮獲第 32 屆醫療奉

獻獎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10.22 

 

本校醫學院王署君副院長（右）與游昌憲校友榮獲今年醫療奉獻獎 

象徵醫護人員最高榮譽，由立法院厚生會與衛生福利部共同主辦的「醫療奉獻

獎」，今（22）日舉行頒獎典禮。本校醫學院王署君副院長與游昌憲校友長期獻

身醫療，仁心仁術救治病患，榮獲今年第 32 屆醫療奉獻獎。 

王署君副院長為本校合校前之陽明醫學院第七屆校友，現任臺北榮民總醫院神

經醫學中心主任暨本校醫學系教授，不僅是台灣第一位出國專門研究臨床頭痛

的學者，也是第一位創立頭痛門診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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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院長自 1996 年由美國研修頭痛醫學回臺，在臺北榮民總醫院率先成立頭痛

門診，建立頑固型頭痛患者標準化住院診療流程，改善病患藥物濫用引發頭痛

的情形，並引入靜脈注射、肉毒菌素、單株抗體注射、神經阻斷等治療，目前

已有超過 4500 人次住院，近三年住院患者的整體滿意度高達 92.3%；自 2015

年起，更建構智慧頭痛門診，開發電子頭痛問卷及手機電子日記，協助病患記

錄頭痛、情緒等起伏，讓患者可藉此自我審視病情，也協助醫師正確診斷，大

幅縮短病患在診室等候時間。至今電子頭痛日記 App 已累積逾一萬人次下載。 

 

 

王署君副院長（右）上台接

受表揚並領取獎座 

 

王署君教授認為，醫學要兼顧學術研究，才能有很好的進步。在創立頭痛門診

的同時，他也成立榮陽頭痛醫學團隊，進行臨床頭痛醫療和研究工作，經三十

多年努力，已讓台灣成為亞洲地區臨床頭痛醫學領先的國家；特別是在雷擊頭

痛與低腦壓頭痛領域，王署君教授更是享譽國際的頂尖專家。他帶領的團隊於

2004 年首先發表雷擊頭痛診療方法──鈣離子阻斷劑臨床療效報告；2006 年發

表全球第一個大型調查報告，對日後國際頭痛分類標準幫助極大；2008 與 2010

年相繼發表穿顱都卜勒腦血管超音波結果及磁振血管造影研究，為雷擊頭痛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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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治療提供重要指引。至今，團隊已治療超過 900 位雷擊頭痛患者，使用鈣離

子阻斷劑方法治療成功率高達 83%。 

 

王署君副院長（中）與頭

痛團隊合影 

 

 

在低腦壓頭痛領域上，

王署君教授的頭痛團隊與北榮放射線部合作，研發全球首創非侵入性、無放射

線暴露的「重 T2 加權磁振脊髓攝影」技術，以定位腦脊髓液滲漏，且發展出

診斷及治療流程，提升低腦壓頭痛患者治療效率。 

此外，王署君教授還帶領一個電機、物理、資訊等跨領域的醫療團隊，與雪梨

科技大學電腦科學學院跨國合作，共同開發以腦波變化預測偏頭痛發作，準確

率高達八成，可以協助預告醫師以及警示病患偏頭痛即將發作，讓病患早期投

藥，獲得最佳治療效果。此研究成果獲得去年科技部未來科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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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昌憲校友（右）上台接受表揚

並領取獎座 

 

游昌憲校友為本校合校前之陽

明醫學院第十五屆校友，現任臺東馬偕醫院小兒心臟科醫師，也是臺東唯一的

兒科心臟科醫師；堅守臺東地區的兒童心臟疾病診斷及治療，已達 18 年。 

在過去，臺東的小兒心臟病患常須緊急轉診至花蓮、高雄甚至到臺北就醫，嚴

重者在長途跋涉的交通中可能就有生命危險。正因為看到臺東兒科醫療的不

足，游昌憲校友從臺北總院輪調至臺東分院兩年期滿後，自願選擇留下來。「讓

小生命健康長大，去完成他的人生夢想，不留遺憾。」對他來說比任何事或許

都有意義，這也是他當初選擇小兒心臟科的原因。 

擔任臺東馬偕小兒科主任期間，游校友逐步在科內建立起不同的兒科次專科，

並設立 24 小時兒科急診，以及兒科重症醫療照護，都是開臺東兒童醫療之先

河。此外，他還與臺北馬偕總院小兒心臟外科合作，首度完成臺東兒童開心手

術，目前已完成 20 例；心導管手術則已完成 100 例。 

由於臺東民眾對於先天性心臟病的認知和病識感不足，游校友也從 18 年前即開

始積極在臺東偏鄉學校進行學童篩檢計畫，每年到 16 個鄉鎮、100 多處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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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三階段篩檢，一年篩檢人數達數千之多，對於及早找出心臟疾患、早期治

療很有幫助。 

2016 年到美國費城進修一年期間，游校友注意到美國兒科醫學會已將血脂肪篩

檢列為兒童必要檢查項目，由於臺東肥胖比率在臺灣名列前茅，因此他從 2020

年開始與臺東縣政府合作，針對全縣小四學童辦理「學童高血脂症及高尿酸血

症之篩檢計畫」。兩年下來，發現高血脂學童約占 15%，並針對嚴重個案開始給

予藥物治療，希望能減少臺東縣民日後發生早發性心血管疾病的機率。這項研

究也獲《Pediatricsand Neonatology》醫學雜誌刊登。游校友期待收集足夠研究

證據後，向國健署建言，將此篩檢計畫推廣至全國，造福更多學童。 

除了今年獲獎的王署君教授與游昌憲校友，歷屆醫療奉獻獎得主中，本校校友

還有第 31 屆的牛道明（臨醫所 93 級）、第 26 屆連加恩（醫學系 90 級）、第 25

屆賴寧生（醫學系 71 級、臨醫所 84 級）、第 1 屆的高逞徽（醫學系 71 級）、吳

定家（醫學系 72 級）校友，榮獲個人醫療奉獻獎。另外，合校前的陽明大學時

期，范秉真教授也獲得第 6 屆特殊貢獻獎，陽明十字軍則是榮獲第 13 屆團體醫

療奉獻獎。本校培育醫護人才無數，各自皆在醫療崗位上服務奉獻，「醫療奉獻

獎」得主尤為其中代表，足以作為學弟妹學習效法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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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解密慢性疼痛導致焦慮的神經迴路 

來源：陽明交通大學新聞網                              刊登日期：2022.11.15 

 

臨醫所陳世彬教授(左二)、神研所博士候選人林昱伶(左一)、生科院連正章院長(右

二)、醫學院王署君副院長(右一) 

小鼠大腦中的體抑素細胞（CeA-SST）活性，會影響慢性疼痛引起的焦慮或憂

鬱。這項發現有助於瞭解慢性疼痛與行為、情緒間的互相影響，提供未來的治

療方向。 

這項發現今天刊登於《eLife》，是由生命科學院院長連正章、神經科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林昱伶，結合臺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王署君、陳世彬等醫師共同完

成。王署君與陳世彬也分別任教於陽明交大醫學系與臨床醫學研究所。 

研究團隊以慢性肌痛症小鼠模型，觀察到大腦杏仁核中央區接收到較高的活化

訊息，使特定神經細胞「體抑素細胞」（CeA-SST）活性上升，因而驅動慢性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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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與負面情緒。此外，研究團隊也發現臨床上治療慢性肌痛症的藥物普瑞巴林

或化學遺傳學方法能夠抑制這群特定細胞活化，緩解小鼠疼痛及負面情緒等行

為。 

論文第一作者林昱伶表示，我們釐清慢性疼痛與負面情緒互相重疊的神經迴

路，也證實初期投藥可有效阻斷疼痛及負面情緒發展。不過連正章提醒，雖然

小鼠與人類有具有相似大腦結構，但兩物種的神經迴路及聯結仍然存在差異，

慢性疼痛神經元調控仍待進一步研究。 

全球有近 30%的人有慢性疼痛，長期以來造成睡眠品質不佳、憂鬱、焦慮及社

交問題，慢性疼痛的負面情緒可持續幾個月甚至數年。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主任王署君指出，慢性疼痛是一種廣泛性疼痛，

不一定是發生在特定部位或器官，也會引起焦慮或憂鬱，這項研究讓醫界未來

在治療相關疾病有全新的方向。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醫師陳世彬表示，臨床上只能透過病患主觀描述來瞭

解慢性疼痛與疾病關聯，期望未來臨床研究能建立更多客觀指標，同時有機會

實際應用這項成果，更精準治療病痛。 

內文修改自台灣科技媒體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