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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傳承繼往 快樂並肩 開創未來

本院為大學附設醫院，肩負教學、研究、服務三大任務，

2019 年在全院同仁共同努力之下，於教學、研究和病人照護

品質上不斷地創新、不斷地進步，榮獲多項創新研發、光榮

獎項及辛勞貢獻成果等獎項，為本院爭取最高榮譽，充分發

揮臺大醫院醫療體系綜效。本人除了感謝所有同仁的用心和

努力外，能與大家共事，深感與有榮焉。

回顧 2019 年，在教學品質提昇方面，本院為鼓勵臨床

醫師投入教學工作，10 月新實施「教學付出獎」，來肯定優

秀同仁的教學貢獻。在創新研發方面，多項創新研發成果結

合人工智慧技術（AI），提供病人更佳治療成效，例如：智

慧術後傷口追蹤系統、AI 皮膚疾病分類系統、AI 應用於骨髓

血液細胞分類、TWCC 臺灣 AI 雲助千位聽損兒童重獲新聲、腦瘤放射手術與人工智慧結合等，

創新成果讓人耳目一新。

在醫療服務方面，成立「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並推動五年期臺大醫院醫療體系

星月計畫，建立診所、醫院間院際合作，達成衛生福利部門診減量之政策目標。此外擴大推動醫

病共享決策系統，7 月上線後醫護人員及病人獲益良多，更加促進醫病間互相尊重與溝通；而自

助式掛號批價繳費系統（KIOSK）新增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功能，每筆慢性病處方箋約 20 秒

即可完成健保卡讀取並產生領藥號單據，節省等候時間深獲病友肯定。未來將成立智慧醫療中心，

把人工智慧應用在醫療服務上，透過大數據分析進而改善醫療服務照顧品質，也提昇研究動能。

臺大醫院醫療體系發展上，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於 2019 年 12 月 16 日如期啟用開幕，成為本

院第 6 家分院，亦是本院發展重大的里程碑，不僅能提供大新竹地區民眾優質的醫療服務，亦期

許生醫園區分院成為國內生醫人才培育及產業研發的重要基地。

本院傳承繼往開來的精神，在教學、研究、服務三大任務上，結合國內外醫院繼續追求新方

法、新技術、新突破，持續發展創新性教學和研究；同時，打造友善化的工作環境，鼓勵同仁進

修或深造，期許快樂的同仁有助於提供高品質人性化的醫療服務，不斷提升醫療品質，以期回饋

民眾對臺大醫院醫療體系的期許。

臺大醫院院長                 謹誌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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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時刻光
Moment of Glory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醫事服務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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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獲獎】

• 1 月 1 日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

認證之健康促進標章與健康啟動標章，認證

效期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 4 月 10 日
本院榮獲 107 年度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第八部品質支付服務第二章「糖尿

病」品質卓越獎。

• 6 月 27 日
本院榮獲蒙古國衛生部特殊貢獻勳章。

• 7 月 29 日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

標系統與落實品質改善第三階段計畫 107 年

度指標獎勵方案」醫學中心品質改善績優獎。

• 8 月 15 日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7 年癌

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口腔癌最佳救援王醫

學中心第一名。

• 8 月 29 日
本院榮獲教育部部屬機關學校 108 年度檔

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甲等獎並獲新臺幣 15

萬元獎助金。

• 10 月 1 日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

維生醫療抉擇意願」健保 IC 卡註記宣導優

良團體。

• 10 月 29 日
本院榮獲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第十二屆優良器官勸募人員暨醫療機構」

第二類器官捐贈人數第一名。

光 榮 時 刻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
證之健康促進標章與健康啟動標章

 衛生福利部「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
標系統與落實品質改善第三階段
計畫 107 年度指標獎勵方案」醫
學中心品質改善績優獎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預立安寧緩
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健
保 IC 卡註記宣導優良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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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
牙科部榮獲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108 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技藝競賽－牙科攝影實作技能」實習醫院教

學績優金質獎。

• 11 月 20 日
衛生福利部「2019 年醫病共享決策」輔助

工具競賽：

( 一 ) 小兒部、兒童醫院、外科部、影像醫

學部、品質管理中心以「3 至 18 歲病

童的膜周邊型心室中膈缺損有哪些治

療選擇？」榮獲銅獎。

( 二 ) 內科部、護理部、綜合診療部、品質

管理中心、資訊室、教學部以「無法

脫離呼吸器時，該選擇居家照護還是

呼吸照護病房？」榮獲入選。

 「臺大醫院跨領域團隊合作之居家靜脈營養安心計畫」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醫院創意計畫選拔」跨團
隊合作類優等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提升呼吸器依賴病人家屬對垂直整合照護之認知」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醫院創意
計畫選拔」其他類優等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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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
( 一 )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8

年提升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照護品質

計畫」醫學中心組優等獎。

( 二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醫院創

意計畫選拔」：

1. 護理部以「臺大醫院跨領域團隊合作之

居家靜脈營養安心計畫」榮獲跨團隊合

作類優等。

2. 護理部、綜合診療部、品質管理中心、

內科部、資訊室以「運用醫病共享決策

提升呼吸器依賴病人家屬對垂直整合照

護之認知」榮獲其他類優等。

( 三 )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7

年「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戒

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醫學中心組績

優醫事機構。

• 11 月 29 日
護理部、急診醫學部、感染管制中心、品質

管理中心以「降低加護病房抗藥性菌株移生

個案數」榮獲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2019 年品

質改善成果發表競賽初階組銅品獎。

• 12 月 5 日
( 一 ) 檢驗醫學部以「征服『紅』海、使『命』

必達－以全方位檢驗照護提升骨髓性

血液腫瘤病患者存活期」榮獲財團法

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國家

生技醫療品質獎」醫事服務組銀獎。

( 二 )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醫療院所類醫

事服務組：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2019 年品質改善成果發表
競賽初階組銅品獎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藥劑部「ｅ世代
的全方位智能藥事服務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營養室「營養衛
教影片創作與多元傳播推廣」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檢驗醫學部「征
服『紅』海、使『命』必達－以
全方位檢驗照護提升骨髓性血液
腫瘤病患者存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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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驗醫學部「征服『紅』海、使『命』必達－以全方位檢驗照護提升骨髓

性血液腫瘤病患者存活期」。

2. 營養室「營養衛教影片創作與多元傳播推廣」。

3. 藥劑部「ｅ世代的全方位智能藥事服務」。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醫事服務組銀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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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2019

國家醫療品質獎」：

( 一 ) 擬真情境類：

1. 急診醫學部、護理部榮獲急重症照護組北區

場銅獎。

2. 護理部、教學部榮獲新人組金獎。

3. 智慧解決方案組：

(1) 染管制中心、資訊室以「感染管制智慧領航－

臨床微生物監測系統、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

測系統」榮獲行政管理領域銅獎及標章。

(2) 麻 醉 部、 資 訊 室 以「 麻 醉 前 評 估 系 統 －

EVAN」榮獲住院服務領域佳作、

特別獎－潛力獎及標章。

(3) 藥 劑 部、 資 訊 室、 護 理 部 以

「 導 入 智 慧 藥 櫃（Automatic 

Dispensing Cabinet, ADC） 改

革住院藥品管理模式」榮獲住院

服務領域佳作及標章。

(4) 資訊室以「醫療大數據與高效能

運算支援之整合服務」榮獲教

學研究領域特別獎－潛力獎及標

章。

(5) 安全衛生室、資訊室、感染管制

中心、護理部、藥劑部、輻射防

護中心、醫學工程部、工務室、

總務室以「醫療環境設施安檢平

台 － 安 檢 雲（Hospital Safety 

I n s p e c 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System, iSafe） 」榮獲環境管理

領域特別獎－潛力獎。

( 二 ) 主題類主題改善組：品質管理

中心榮獲 20 周年特別獎－醫

品標竿獎。  「感染管制智慧領航－臨床微生物監測系統、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監測系統」榮獲行政管理領域銅獎及標章

 護理部、教學部榮獲新人組金獎

 急診醫學部、護理部榮獲急重症照護組北區場銅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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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前評估系統－ EVAN」榮獲住院服務領域佳作、特別獎－潛力獎及標章

 「醫療大數據與高效能運算支援之整合服務」榮獲教學研究領域特別獎－
潛力獎及標章

 「導入智慧藥櫃改革住院藥品管
理模式」榮獲住院服務領域佳作

 「醫療環境設施安檢平台－安檢
雲」榮獲環境管理領域特別獎－
潛力獎

 品質管理中心榮獲 20 周年特別獎－醫品標竿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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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獲獎】

• 1 月 9 日
( 一 ) 內科部田蕙芬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22

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生物及醫農科學

類科。

( 二 ) 腫瘤醫學部楊志新主任榮獲教育部「第

62 屆學術獎」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

• 1 月 18 日
( 一 ) 護理部蔡蕙如護理師榮獲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107 年度

優良精神衛生護理人員」。

( 二 ) 護理部余春娣督導長榮獲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107 年研

發成果獎勵」。

• 2 月 22 日
內科部高嘉宏教授榮獲亞太肝臟研究學會

（Asia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APASL）  頒發「第 1 屆亞太

肝 臟 研 究 學 會 Okuda-Omata 傑 出 獎 」

（Okuda-Omata APASL Distinguished 

Award）。

• 4 月 2 日
社會工作室岳欣恬社工師榮獲衛生福利部

108 年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服務績優類。

• 4 月 13 日
外科部郭夢菲醫師榮獲財團法人瑞信兒童

醫療基金會「第八屆臺灣兒童醫療貢獻獎」

中流砥柱獎。

• 5 月 8 日
護理部曾紀瑩督導長榮獲中華民國護理師

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發「108 年臺灣傑出

護理人員服務奉獻獎」。

 科技部 107 年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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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研究部陳培哲教授榮獲中華民國斐陶斐
榮譽學會第 24 屆傑出成就獎

• 5 月 24 日
小兒部黃立民教授與內科部劉志銘醫師，分

別榮獲科技部 107 年傑出研究獎。

• 7 月 3 日
復健部盧璐醫師榮獲教育部與所屬機關

（構）學校 108 年度模範公務人員

• 7 月 23 日
急診醫學部石富元醫師榮獲衛生福利部 108

年三等衛生福利專業獎章。

• 8 月 8 日
醫學研究部陳培哲教授榮獲中華民國斐陶

斐榮譽學會第 24 屆傑出成就獎。

• 8 月 22 日
外科部陳益祥教授榮獲財團法

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

十七屆有庠傑出教授獎」。

 小兒部黃立民教授榮獲科技部 107 年傑出研究獎  內科部劉志銘醫師榮獲科技部 107 年傑出研究獎

 外科部陳益祥教授榮獲財團法人徐有
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十七屆有庠傑
出教授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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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
內科部莊祐中醫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吳

大猷先生紀念獎」。

• 10 月 29 日
麻醉部劉治民醫師榮獲財團法人器官捐贈

移植登錄中心「第十二屆優良器官勸募人員

暨醫療機構」優良器官勸募人員。

• 11 月 5 日
內科部王振源教授榮獲衛生福利部「108 年

度防疫績優個人獎」。

• 11 月 16 日
護理部陳葶娟護理師以「用心核對」，榮獲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關鍵

時刻．護理與我」暨「我們的護理師」之四

格漫畫徵選佳作。

• 12 月 4 日
陳信希醫務秘書榮獲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108

年「傑出資訊人才獎」。

• 12 月 8 日
復健部張綺芬語言治療師榮獲臺灣聽力語

言學會「傑出貢獻獎」。

• 12 月 14 日
( 一 ) 江伯倫副院長榮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管理科學學會 108 年度「李國鼎管理

獎章」。

( 二 ) 耳鼻喉部吳振吉教授榮獲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108 年度「呂鳳

章先生紀念獎章」。

• 12 月 19 日
急診醫學部鄭銘泰醫師榮獲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第 10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個人

獎。

• 12 月 23 日
內科部高嘉宏教授與腫瘤醫學部楊志新主

任，分別榮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108 學年度第 1 期「傑出人才講座」。

 內科部莊祐中醫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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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日
本院與廣達電腦共同投入智慧醫療領域。

• 1 月 22 日
本院於新春記者聯誼會發表「解開上帝的秘

密—從 3 個月到 6 天 運用『高速次世代基

因診斷輔助系統』快速確診精準治療」。

• 2 月 21 日
本院辦理「臺灣之光：國際水準的國家眼庫

成果發表會」。

• 2 月 22 日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上樑典禮。

• 3 月 13 日
本院辦理「臺大 AI-SWAS －智慧術後傷口

追蹤系統成果發表會」。

• 3 月 24 日
兒童醫院辦理「Q 比兒童嘉年華」兒童節

慶祝系列活動。

• 5 月 1 日
瓜 地 馬 拉 總 統 莫 拉 雷 斯 伉 儷（Jimmy 

Morales Cabrera）蒞院參訪。

重 大 事 紀

  本院與廣達電腦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投入智慧醫療
領域

  臺大醫療團隊運用「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輔助系統」
快速確診精準治療

 本院承接衛生福利部國家眼庫計劃打造國際水準的國家眼庫

 AI-SWAS 智慧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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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 日
本院感染管制中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共

同主辦「2019 世界手部衛生日—優質照護 

清潔雙手」推廣活動。

• 5 月 6 日
本院辦理「獻愛母親暖馨情」慶祝母親節暨

藝術季系列活動。

• 5 月 9 日
本 院 與 蒙 古 國 國 立 創 傷 及 骨 科 中 心

（National Trauma and Orthopedic 

Research Center）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 5 月 13 日
「臺大醫院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

成立。

 2019 世界手部衛生日—優質照護 清潔雙手

 「Q 比兒童嘉年華」兒童節慶祝系列活動

 「獻愛母親暖馨情」慶祝母親節暨藝術季系列活動

 本院與蒙古國國立創傷及骨科中心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慶祝母親節米卡多劇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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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
124 週年院慶「臺大醫院國際醫療交流回顧

與展望」研討會。

• 5 月 21 日
英語邦交國記者團參訪本院遠距智慧醫療。

• 5 月 24 日
本院辦理「塑化劑暴露與心血管健康研究成

果發表」。

• 5 月 31 日
本院與越南越德醫院（Viet Duc Hospital）

簽署肝臟移植合作備忘錄。

 本院研究團隊發表塑化劑暴露與心血管疾病風險成果   本院 124 週年院慶研討會—「臺大醫院國際醫療交流
回顧與展望」

 英語邦交國記者團參訪本院遠距智慧醫療

 本院與越南越德醫院簽署肝臟移植合作備忘錄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贈牌予本院，
啟動「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保
健功能計畫」

• 6 月 18 日
本院辦理「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

婦與新生兒保健功能計畫」贈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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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 124 週年院慶總院暨各分院院慶系列活動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AI 皮膚疾病分類 CDSS 系統研發團隊

 本院 124 週年院慶總院暨各分院院慶系列活動 -「樂齡居家 健康守護」社區健康促進列車義診活動

• 6 月 19 日
124 週年院慶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出。

• 6 月 22 日
124 週年院慶「樂齡居家 健康守護」社區健康促進列車義診活動。

• 6 月 25 日
本院辦理「AI- 皮膚疾病分類（Classification of dermatological diseases, CDSS）系統成果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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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日
本院辦理「廣達電腦捐贈人工智慧醫療雲運算整合平台記者會」。

 廣達電腦捐贈人工智慧醫療雲運算整合平台

 越難到達，越要到達 To reach the impossible to reach! 兒童醫院急重症兒童轉院外接醫療團隊發表記者會

 「生死一線，生命之鑰」成功完成心臟持續停跳 50 天後去敏化心臟移植記者會

• 7 月 12 日
本院辦理「『生死一線，生命之鑰』成功完成心臟持續停跳 50 天後去敏化心臟移植記者會」。

• 7 月 16 日
本院與醫學院合辦臺灣大學醫學校區人工智慧中心揭牌。

• 7 月 23 日
兒童醫院辦理「越難到達，越要到達 To reach the impossible to reach! 兒童醫院急重症兒童

轉院外接醫療團隊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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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院長布達暨一級主管交接典禮

• 8 月 1 日
108 學年度院長布達暨一級主管交接典禮。

• 8 月 6 日
兒童醫院辦理「兒童聽力守護計畫成果發表

暨捐贈記者會」。

 兒童醫院與兒童慈善協會攜手合作守護兒童聽力   本院與印尼 National Cardiovascular Center 
Harapan Kita 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本院與醫隼智慧攜手腦瘤放射手術結合人工智慧發表
記者會

  新縫合技術「Nausicaa（王蟲）縫合法」有效降低產
後大出血出血量及死亡率發表記者會

• 8 月 14 日
本院辦理與醫隼智慧攜手「腦瘤放射手術結

合人工智慧」發表記者會。

• 8 月 27 日
本院與印尼 National Cardiovascular 

Center Harapan Kita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 9 月 10 日
本院辦理「新縫合技術『Nausicaa（王蟲）

縫合法』有效降低產後大出血出血量及死亡

率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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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
本院辦理「零輻射心導管電燒手術－心律不

整患者的福音記者會」。

 零輻射心導管電燒手術 - 心律不整患者的福音記者會

 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揭牌

• 10 月 1 日
本院辦理「國際胃癌預防治療共識暨世界保

胃日記者會」。

• 10 月 5 日
( 一 ) 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揭牌。

( 二 ) 本院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於

印尼雅加達舉行「臺灣醫療奇蹟：醫

療服務介紹與分享」說明會。

• 11 月 1 日
( 一 ) 本院辦理 108 年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

療整合中心計畫成果發表會。

( 二 ) 本院辦理「『希望之樹：幫助在隆冬

之際探出新苗的早產兒長成大樹』早

產兒回娘家活動記者會」。

( 三 ) 本院與印尼 BP Batam Hospital 簽署

交流合作備忘錄。

 國際胃癌預防治療共識暨世界保胃日記者會

 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計畫成果發表會

  早產兒回娘家活動記者會 - 希望之樹：幫助在隆冬之
際探出新苗的早產兒長成大樹

  心律不整立體定位放射線治療術嚴重心室心律不整治
療新方法

• 11 月 15 日
本院辦理「心律不整立體定位放射線治療術

嚴重心室心律不整治療新方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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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日
兒童醫院辦理「臺美合作－微創大腦半球癲癇手術記者會」。

• 12 月 11 日
兒醫大樓 108 年聖誕節慶祝系列活動「兒醫歡樂聖誕祭」。

• 12 月 13 日
本院辦理「臺大牙醫成立數位牙醫技能訓練中心記者會」。

 臺美合作微創大腦半球癲癇手術記者會

 成立數位牙醫技能訓練中心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開幕

• 12 月 16 日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開幕暨院長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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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
本院辦理與雲象科技合作之「AI 於骨髓血液

細胞分類之應用」國際創新技術發表記者會。

• 12 月 26 日
本院攜手國研院國網中心「臺灣 AI 雲－守

護重獲新生的希望」記者會。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院長布達

  本院與雲象科技國際創新技術發表記者會 -AI 於骨髓
血液細胞分類之應用

  本院與攜手國研院國網中心 -TWCC 臺灣 AI 雲助千位
聽損兒童重獲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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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創 新

本院為我國首屈一指的國家級教學醫院，持續秉持著研發與創新的信念，透過研究、教學、

臨床服務等多構面的執行，不斷產出創新的研發成果，以開創本院之優勢。基於對研發創新之重

視，除了來自科技部、衛生福利部及國內外醫療衛生機構之委託或補助，本院亦提撥收入作為研

發經費，投入各項基礎及臨床運用之研究。本院近年來的研究重點有：1. 神經及精神醫學。2. 基

因體學、表觀體學、微生物體學、蛋白體學及代謝體學。3. 疫苗研發、癌症免疫治療、治療性單

株抗體。4. 精準醫學、臨床試驗設計與執行、臨床試驗相關領域。5. 老化醫學。6. 人工器官及醫

療機械輔具。7. 幹細胞學、細胞治療、組織工程、再生醫學。8. 環境醫學。9. 肥胖及代謝症候群。

10. 醫學教育、醫學倫理與醫學態度。11. 醫院管理及醫療資訊產業。12. 醣化科學在醫學上應用。

13. 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學。14. 兒童醫學新興領域。15. 人工智慧於醫療之應用及生物大數據分

析。16. 其他有助於醫院發展之主題（例如新醫療與診斷技術）。

一、醫學研究

（一）醫學研究成果
本院致力於解決國人疾患，研究疾病之本土相關因子，AI 人工智慧是醫療未來的趨勢，臺大

醫院近期在人工智慧及精準醫療領域均有很大的突破，2019 年重要成果摘錄如下：

1.  解開上帝的秘密—從 3 個月到 6 天運用「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輔助系統」快速確診精準治療

臺大醫療團隊在科技部計畫的輔助下，針對兒童重難症的基因診斷，建立有效率次世代定

序檢測流程，開發序列變異判讀輔助程式。在基因醫學部、小兒部、資訊室與臺灣大學生醫電

資所共同努力下，本院得以提供病人快速全外顯子檢測與提早治療。現今基因檢測已經可以應

用在各個領域，如精準醫療的實行、藥物代謝速度或是過敏反應之預測，該團隊亦獲得 2018

年醫策會國家品質獎金獎及科技部未來科技展之肯定。

 臺大醫療團隊運用「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輔助系統」快速確診精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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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大 AI-SWAS －智慧術後傷口追蹤系統

臺灣大學與臺大醫院共同開發智慧術後傷口追蹤系統 AI-SWAS（平台與手機 App），兼

具遠距醫療與專家意見二項功能，能追蹤術後傷口，及時偵測傷口異常狀況，與即時提供建議。

「AI-SWAS」 平 台 是 利 用 人 工 智 慧（AI）

演算法，針對傷口進行分析，可以偵測術後

傷口紅、腫、壞死及感染的狀況。透過臺大

AI-SWAS 手機 APP，病人在家就可以使用

手機記錄自己術後傷口狀況，固定時間上傳

術後傷口照片到 AI-SWAS 平台，AI 平台會

以簡訊通知醫師審視照片，病人在 AI-SWAS 

APP 上可以看到術後傷口照片與處置建議，

例如衛教指引等。

3. 塑化劑暴露與心血管健康研究成果

塑化劑在環境裡無所不在，本院蘇大成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長期研究發現，民眾暴露最多

的是鄰苯二甲酸 -2- 乙基己基酯（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而 DEHP 塑化劑的

代謝物 MEHP，在平均 21 歲的年輕人世代追蹤研究中發現不僅與動脈硬化早期內皮細胞功能

失常有關，也發現 MEHP 會與男性賀爾蒙較低有關，而且與胰島素阻抗皆有明顯正相關。研

究團隊進一步地發現塑化劑與頸動脈早期動脈硬化（頸動脈內中層厚度）明顯呈現正相關劑量

效應，塑化劑暴露多即會增加罹病風險，此一研究已刊登於 2019 年 4 月的「Environmental 

Pollution（環境汚染）」國際期刊。

 塑化劑暴露與心血管健康研究成果發表

 臺大 AI-SWAS 可以判斷紅腫熱壞死感染 4 種傷口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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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大 AI- 皮膚疾病分類 CDSS 系統（Classification of dermatological diseases）

本院醫神計畫團隊與威強電集團威聯通共同開發「皮膚科疾病分類（AI-CDSS 系統）」技

術，建立人工智慧（AI）平台與手機 APP，提供智慧專家意見。皮膚科疾病分類 AI-CDSS 系統，

利用人工智慧演算法，以國人之皮膚狀況與

變化為基準，並依據實際病理切片報告為訓

練標準答案，採用三種知名的深度學習架構：

Inception V3、NasNet 以及 Inception 

ResNet V2 之模型分析結果，在第一階段測

試資料驗證之準確度已達九成。綜合分析每

一張影像後，系統以疾病可能性的長條圖形

式，快速提供判讀結果供臨床醫師參考，作

為初步快篩良、惡性腫瘤之輔助系統。

5. 腦瘤放射手術與人工智慧系統結合

本院與醫隼智慧共同合作，成功整合人工智慧系統於腦瘤放射手術的治療流程，已可應用

於三種最常見的腦瘤：腦轉移瘤、腦膜瘤以及聽神經瘤。此人工智慧系統可在 30 秒內完成腫

瘤的自動偵測、辨識與輪廓勾畫，準確度達 90% 以上，大幅縮短腦瘤放射手術的前置作業時程，

讓醫師專注於設計更即時與更理想的手術計畫。

 臺大 AI 皮膚疾病分類 CDSS 系統

 本院與醫隼智慧攜手打造腦瘤放射手術結合人工智慧

6. AI 於骨髓血液細胞分類之應用

本院檢驗醫學部血液檢驗團隊與亞洲醫療影像 AI 領導廠商雲象科技合作，已建立超過 30

萬顆骨髓細胞、共計 10 類主分類及 40 類次分類的資料集。共同研發出骨髓抹片 AI 自動分類

計數系統，經醫檢師在 AI 顯微鏡取像後，即可得到量化的自動分類計數結果，節省人工計算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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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聽損兒童重獲新聲

本院推動「次世代定序」基因檢測，結合基因醫學部與耳鼻喉部的醫療專業，攜手國家

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國研院國網中心）、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生技

醫藥核心設施平台，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之次世代基因體分

析平台，可以從人體的 2 萬多個基因中，抽絲剝繭找尋出重要的聽損基因，並透過臺灣 AI 雲

（TWCC）分析及加速的效果，幫助聽損兒童把握黃金治療期，重獲新「聲」。

 創新技術 AI 於骨髓血液細胞分類之應用

 AI 雲助千位聽損兒童重獲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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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年度傑出研究獎
本院為提升研究水準，每年 3 月選拔醫學研究、醫療技術與方法具創新研發及卓越貢獻之傑

出研究人員，2019 年獲獎名單如下：

1. 研究卓越團隊組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研究團隊之主持人為高淑芬教授，其團隊成員包括本院、其

他醫院及美國、澳洲之人員。

此研究奠基於 2002 年至 2009 年連續獲得二次國科會三年期與國衛院五年期計畫，延續

ADHD 多面向主軸，持續多次獲得科技部三年期與國衛院四或五年期計畫補助。截至目前為止

蒐集超過六百個以上完整 ADHD 家庭資料（個案 >1000 位），涵蓋環境、發展、臨床、神經

心理學及基因學之大型家族資料庫，並透過跨科系團隊之整合，進一步發揮臺大學術實力，成

功將 ADHD 臨床研究拓展至神經認知學、神經影像、神經生理、藥物基因學，代謝體學及果

蠅模式等領域，於國際 SCI/SSCI 期刊發表 128 篇 ADHD 研究成果。

 ADHD 團隊之研究發展

 ADHD 相關影像研究團隊

 參與 ADHD 相關論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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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傑出組

倪衍玄教授近五年內主要研究成果集

中在下列 3 個主題：(1) 兒童 B 型肝炎流

行病學、自然史、治療、與 B 型肝炎核

心基因變異的研究。(2) 肥胖兒童非酒精

性肝炎的致病基因研究。(3) 胃腸微生物

體。從 1984 年以來，每五年定期針對臺

北市進行Ｂ型肝炎帶原率的流行病學調

查，未來除了繼續推廣Ｂ型肝炎疫苗接種

外也將針對胎內感染以及疫苗接種無效

者，研發新的疫苗及治療方法。

有關脂肪肝問題之研究成果目前初步發現肥胖兒童中易產生脂肪肝者與 UGT1A1、 

PNPLA3、PPAR、GCKR 基因多型性有關，相關研究目前仍持續進行中。而有鑑於益生菌廣為

應用，與近年來腸內菌在健康與疾病之間的關係頗受重視，相關腸內菌研究成果也已出版發表，

例如：發表腸內菌與腸道黏膜病生理關係者在 World J Gastrointest Pathophysiol 等 SCI 雜誌。

並且在臺灣大學張上淳副校長的整合與支持下，申請中研院及各單位經費，在醫學院建立微菌

分析平台，提供國內外各學者相關研究服務。不論是實驗室的學術研究或研究團隊的領導方面

成果豐碩。

楊鎧鍵醫師研究室主題在利用次世代定序及資訊生物學，尋找心血管疾病的新型致病分

子，探討治療臨床心血管疾病的可能。過去這幾年間，以此研究模式，找到多個與心臟衰竭相

關重要分子，證明心臟衰竭致病機轉上的角色；其研究成果具高度創新性與臨床應用價值，並

於 2018 年 刊 登 在 Circulation Research， 成 果 斐 然。 在

心血管領域基礎與轉譯研究，成果豐碩，屢屢獲獎，曾獲

得 2019 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及 2019 臺灣動脈硬化暨血

管病醫學會醫學論文獎首獎等。多篇論文以心血管疾病為

主軸，探討離子通道、氧化壓力與心臟衰竭間的關聯與機

轉，其中在 2014 年發表於 Circulation 文章，以次世代定

序針對人體心臟衰竭組織進行分析，發現 long noncoding 

RNA 在心臟衰竭上具有重要角色，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人

類心臟組織 long noncoding RNA 功能與致病性進行探

索及分析研究，為心血管研究領域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足見其研究新穎性與重要性。

李志元醫師專長為消化外科手術以及腎臟移植，且致

力於探討移植免疫反應以及免疫細胞中訊息傳導與調控。
 2019 年倪衍玄教授於大阪大學演講

 2019 年倪衍玄教授於臺灣消化系聯合傑出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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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析巨噬細胞的基因表現微陣列資料尋找調控巨噬細胞的一些調控因子，經由一步一步的實

驗去分析並驗證調控巨噬細胞活化的調控因子，其中一項研究結果發現一個泛素接合酶調控巨

噬細胞的分子機制（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8:15502）。在臨床服務方面，參與蔡孟

昆教授帶領的腎臟移植團隊完成臺灣首例血型不相容腎臟移植、交叉試驗陽性腎臟移植，以及

亞洲首例機器人手臂輔助腎臟移植 （Transpl Int. 2014;27(5):452-7）。近年來獲得的獎項，

包括第十三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最佳論文獎、2018 年臺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年輕主治醫

師傑出研究獎，林天佑醫學研究基金會最佳論文獎。

（三）研究論文質量豐碩
1. 研究論文綜合成果

2019 年 6 月公布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臺灣

大學排名 69 名（註 1），在 QS 亞洲地區大學排名為 20 名（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註 2）。2020 年 3 月公布的 QS 世界大學分科排名：在醫學領域排名，臺灣大學排

名 52 名（註 3），是亞洲地區第 9 名，全臺灣第 1 名。同時，在藥學和藥理領域排名為 61 名

（註 4），在護理領域排名為 39 名（註 5），在解剖和生理領域排名為 57 名（註 6）。

2015 年至 2019 年本院 SCI 論文年平均 1,887 篇，SCI 論文整體質量表現（H-index 值）

為 83；論文刊登 SCI 期刊之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IF）總值則高達 50,028.6600，其中 IF

大於 10 之篇數有 1,195 篇。（註 7）

2. 2019 年具代表性之優秀論文

本院同仁創新研發成果刊登學術期刊之質與量均相當豐碩，2019 年發表 IF 大於 10 且為

原著論文（original articles）者共有 75 篇，論文清單如下（註 7）。此外，本院與各分院間

合作密切，因此 2019 年臺大醫療體系發表 SCI 論文篇數有 2,134 篇，佔全臺灣比例為 7.07%，

其被引用總次數為 3,075 次；各領域 IF 排名前 5% 有 379 篇，前 15% 有 793 篇；IF 大於 5

者有 673 篇，IF 大於 10 者有 315 篇。

註 1：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0（2020 年 3 月
30 日檢索）

註 2：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asian-university-rankings/2020（2020 年 3 月 30
日檢索）

註 3：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0/medicine
（2020 年 3 月 30 日檢索）

註 4：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0/pharmacy-
pharmacology（2020 年 3 月 30 日檢索）

註 5：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0/nursing（2020
年 3 月 30 日檢索）

註 6：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0/anatomy-
physiology （2020 年 3 月 30 日檢索）

註 7：取自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資料庫更新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及臺大醫學校區研究力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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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 2019 年發表 SCI 論文的文獻類型為 Article，且其刊登期刊之影響係數（IF）大於

10 之論文篇數一覽表：
序
號 篇　　名 刊名 ( 全稱 ) 卷 ( 期 ) 起迄頁數 IF 值 學科擇優

排名百分比

1 Trastuzumab Emtansine for Residual 
Invasive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0(7) 617-628 70.67 0.63%

2
Thrombolysis Guided by Perfusion 
Imaging up to 9 Hours after Onset of 
Strok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0(19) 1795-1803 70.67 0.63%

3
Alpelisib for PIK3CA-Mutated,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0(20) 1929-1940 70.67 0.63%

4 Overall Survival with Ribociclib plus 
Endocrine 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1(4) 307-316 70.67 0.63%

5 Ambient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d 
Daily Mortality in 652 Citi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1(8) 705-715 70.67 0.63%

6 Ligelizumab for Chronic Spontaneous 
Urticari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1(14) 1321-1332 70.67 0.63%

7

Dolutegravir plus lamivudine versus 
dolutegravir plus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and emtricitabine in 
antiretroviral-naive adults with HIV-
1 infection (GEMINI-1 and GEMINI-2): 
week 48 results from two multicentre, 
double-blind, randomised, non-
inferiority, phase 3 trials

LANCET 393(10167) 143-155 59.102 1.25%

8

Risankizumab compared with 
adalimumab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severe plaque psoriasis (IMMvent):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active-
comparator-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394(10198) 576-586 59.102 1.25%

9

Pembrolizumab alone or with 
chemotherapy versus cetuximab 
with chemotherapy for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 (KEYNOTE-048): a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3 study

LANCET 394(10212) 1915-1928 59.102 1.25%

10

Isatuximab plus pomalidomide 
and low-dose dexamethasone 
versus pomalidomide and low-dose 
dexamethasone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ICARIA-MM): a randomised,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3 study

LANCET 394(10214) 2096-2107 59.102 1.25%

11

Effect of Linagliptin vs Placebo on Major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High Cardiovascular 
and Renal Risk The CARMELIN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21(1) 69-79 51.273 1.88%

12

Effect of a Recombinant Human 
Soluble Thrombomodulin on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Associated Coagulopathy The SCARLET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21(20) 1993-2002 51.273 1.88%

13

Nivolumab versus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fractory or 
intolerant to previous chemotherapy 
(ATTRACTION-3):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OGY 20(11) 1506-1517 35.38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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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篇　　名 刊名 ( 全稱 ) 卷 ( 期 ) 起迄頁數 IF 值 學科擇優

排名百分比

14

Ramucirumab plus erlotinib in patients 
with untreated, EGFR-mutated,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RELAY):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OGY 20(12) 1655-1669 35.386 1.30%

15

Lorlatinib in advanced ROS1-
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single-arm, 
phase 1-2 trial

LANCET ONCOLOGY 20(12) 1691-1701 35.386 1.30%

16

ALK Resistance Mutations and Efficacy 
of Lorlatinib in Advanced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37(16) 1370-1379 28.349 2.17%

17

Neoadjuvant Trastuzumab Emtansine 
and Pertuzumab in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Positive Breast 
Cancer: Three-Year Outcomes From the 
Phase III KRISTINE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37(25) 2206-2216 28.349 2.17%

18
*

Long-term changes of gut microbiota,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metabolic 
parameters after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randomised trial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9(10) 1109-1120 27.516 1.12%

19

First-in-Human Phase I Study of 
Fisogatinib (BLU-554) Validates Aberrant 
FGF19 Signaling as a Driver Event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CER DISCOVERY 9(12) 1696-1707 26.37 2.61%

20

Multi-ancestry genome-wide gene-
smoking interaction study of 387,272 
individuals identifies new loci associated 
with serum lipids

NATURE GENETICS 51(4) 636-648 25.455 1.15%

21
Compar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s 
of schizophrenia in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populations

NATURE GENETICS 51(12) 1670-1678 25.455 1.15%

22
Effects of alirocumab on type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sights from the 
ODYSSEY OUTCOMES trial

EUROPEAN HEART 
JOURNAL 40(33) 2801-2809 24.889 0.74%

23

Effects of alirocumab on cardiovascular 
and metabolic outcomes afte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diabetes: a prespecified 
analysis of the ODYSSEY OUTCOMES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7(8) 618-628 24.54 1.38%

24

Linagliptin Effects on Heart Failure 
and Related Outcomes in Individual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t 
High Cardiovascular and Renal Risk in 
CARMELINA

CIRCULATION 139(3) 351-361 23.054 1.47%

25

Biomarkers of Dietary Omega-6 Fatty 
Acids and Incid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Mortality: An Individual-
Level Pooled Analysis of 30 Cohort 
Studies

CIRCULATION 139(21) 2422-2436 23.054 1.47%

26

Effect of Alirocumab on Mortality 
Afte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n 
Analysis of the ODYSSEY OUTCOMES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CIRCULATION 140(2) 103-112 23.054 1.47%



科
技
創
新

S
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33

2019

序
號 篇　　名 刊名 ( 全稱 ) 卷 ( 期 ) 起迄頁數 IF 值 學科擇優

排名百分比

27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 Global Expert Consensus 
Document

CIRCULATION 140(5) 420-433 23.054 1.47%

28

Cardiac Arrest an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utcome Reports: 
Update of the Utstein Resuscitation 
Registry Template for 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 A Consensus Report 
From a Task For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Resuscitation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European 
Resuscitation Counci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uncil on Resuscitation, 
Heart and Stroke Foundation of Canada, 
InterAmerican Heart Foundation, 
Resuscitation Council of Southern Africa, 
Resuscitation Council of Asia)

CIRCULATION 140(18) E746-E757 23.054 1.47%

29

Risk Categorization Using New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Cholesterol 
Manage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Alirocumab Treatment Following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CIRCULATION 140(19) 1578-1589 23.054 1.47%

30

2019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Science 
With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 
Summary From the Basic Life Support; 
Advanced Life Support; Pediatric 
Life Support; Neonatal Life Support;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Teams; 
and First Aid Task Forces

CIRCULATION 140(24) E826-E880 23.054 1.47%

31

High Glucose Triggers Nucleotide 
Imbalance through O-GlcNAcylation 
of Key Enzymes and Induces KRAS 
Mutation in Pancreatic Cells

CELL METABOLISM 29(6) 1334-1349 22.415 2.07%

32
Association of Daily Aspirin Therapy 
With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9(5) 633-640 20.768 3.75%

33
*

High Level of Hepatitis B Core-Related 
Antige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of 
Intermediate Viral Load

GASTROENTEROLOGY 157(6) 1518-1529 19.809 2.38%

34
*

Effect of interplay between age and low-
flow duration on neurologic outcomes 
of 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45(1) 44-54 18.967 6.06%

35
Nivolumab in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orafenib-experienced Asian 
cohort analysis

JOURNAL OF 
HEPATOLOGY 71(3) 543-552 18.946 3.57%

36
Alirocumab Reduces Total Nonfatal 
Cardiovascular and Fatal Events The 
ODYSSEY OUTCOMES Tr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73(4) 387-396 18.639 2.21%

37
Character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rhythmic Events in Young Patients 
With Brugada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73(14) 1756-1765 18.639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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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篇　　名 刊名 ( 全稱 ) 卷 ( 期 ) 起迄頁數 IF 值 學科擇優

排名百分比

38
Alirocumab in Patients With Polyvascular 
Disease and Recent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ODYSSEY OUTCOMES Tr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74(9) 1167-1176 18.639 2.21%

39 Effects of Alirocumab on Cardiovascular 
Events After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74(9) 1177-1186 18.639 2.21%

40
*

Identification of TMAO-producer 
phenotype and host-diet-gut dysbiosis 
by carnitine challenge test in human and 
germ-free mice

GUT 68(8) 1439-1449 17.943 4.76%

41

A Multicentre 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Prostate Health Index (PHI) in 
Regions with Differing Prevalence 
of Prostate Cancer: Adjustment of 
PHI Reference Ranges is Needed for 
European and Asian Settings

EUROPEAN UROLOGY 75(4) 558-561 17.298 2.50%

42
Genomic landscape and clonal evolution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t(8;21):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n 331 patients

BLOOD 133(10) 1140-1151 16.601 1.37%

43
*

Galectin-3 and S100A9: Novel 
Diabetogenic Factors Mediating 
Pancreatic Cancer-Associated Diabetes

DIABETES CARE 42(9) 1752-1759 15.27 2.76%

44
*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Sarcomatoi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LOGY 69(1) 209-221 14.971 5.95%

45
*

Androgen Receptor Enhances Hepatic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Gene Transcription After Hepatitis B 
Virus Integration or Point Mutation in 
Promoter Region

HEPATOLOGY 69(2) 498-512 14.971 5.95%

46

Smoking and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The 
Mediating Roles of Viral Load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HEPATOLOGY 69(4) 1412-1425 14.971 5.95%

47
*

Lymphocyte Antigen 6 Complex, 
Locus C+ Monocytes and Kupffer Cells 
Orchestrate Liver Immune Responses 
Against Hepatitis B Virus in Mice

HEPATOLOGY 69(6) 2364-2380 14.971 5.95%

48
*

Expression of Metastatic Tumor 
Antigen 1 Splice Variant Correlates 
With Early Recurrence and Aggressive 
Features of Hepatitis B Virus-Associ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LOGY 70(1) 184-197 14.971 5.95%

49

Early Seroreversion After 2 Doses of 
Hepatitis A Vaccination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Positive 
Patients: Incid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HEPATOLOGY 70(2) 465-475 14.971 5.95%

50
*

Baseline Level of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Predicts Spontaneous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 
Seroconversion in HBeAg-Positive 
Children With a Norma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HEPATOLOGY 70(6) 1903-1912 14.971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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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百分比

51
*

Hepatitis E Virus Infections Among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Positive 
Individuals During an Outbreak of Acute 
Hepatitis A in Taiwan

HEPATOLOGY 70(6) 1892-1902 14.971 5.95%

52
Naa10p Inhibits Beige Adipocyte-
Mediated Thermogenesis through 
N-alpha-acetylation of Pgc1 alpha

MOLECULAR CELL 76(3) 500-515 14.548 2.01%

53

Pan-Asian adapted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 a JSMO-ESMO initiative 
endorsed by CSCO, KSMO, MOS, SSO 
and TOS

ANNALS OF ONCOLOGY 30(1) 19-33 14.196 3.91%

54

Pan-Asian adapted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oesophageal 
cancer: a JSMO-ESMO initiative 
endorsed by CSCO, KSMO, MOS, SSO 
and TOS

ANNALS OF ONCOLOGY 30(1) 34-43 14.196 3.91%

55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and 
lymphoprolif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tivated phosphatidylinositol-3-
OH kinase delta syndrome type 1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143(1) 266-275 14.11 3.70%

56
*

A natural killer T-cell subset 
that protects against airway 
hyperreactivity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143(2) 565-576 14.11 3.70%

57

Inducing a Transient Increase in 
Blood-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for 
Improved Liposomal Drug Therapy 
of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ACS NANO 13(1) 97-113 13.903 6.08%

58
*

Place of death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ospital death in 
patients who have died from liver 
disease in England: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4(1) 52-62 12.856 7.14%

59

Viral hepatiti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1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4(6) 466-476 12.856 7.14%

60

24-Month Overall Survival 
from KEYNOTE-021 Cohort G: 
Pemetrexed and Carboplatin with 
or without Pembrolizumab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14(1) 124-129 12.46 4.35%

61
*

EGFR-Mutant SCLC Exhibits 
Heterogeneous Phenotypes 
and Resistance to Common 
Antineoplastic Drugs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14(3) 513-526 12.4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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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Pembroli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Erlotinib or Gefitinib as First-
Line Therapy for Advanced NSCLC 
With Sensitizing EGFR Mutation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14(3) 553-559 12.46 4.35%

63
*

Osimertinib Plus Durvalumab versus 
Osimertinib Monotherapy in EGFR 
T790M-Positive NSCLC following 
Previous EGFR TKI Therapy: CAURAL 
Brief Report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14(5) 933-939 12.46 4.35%

64
*

Myocardial adipose depos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HEART FAILURE 11-Sep 12.129 4.41%

65 Promotion of homology-directed 
DNA repair by polyamin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ume:
10

Article 
Number: 

65
11.878 7.25%

66
*

Mitofusins regulate lipid 
metabolism to mediate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fibrosis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ume:
10

Article 
Number: 

3390
11.878 7.25%

67
TBC1D24-TLDc-related epilepsy 
exercise-induced dystonia: rescue 
by antioxidants in a disease model

BRAIN Volume: 
142 2319-2335 11.814 3.02%

68

Advanced Paternal Age and Early 
Onset of Schizophrenia in Sporadic 
Cases: Not Confounded by Parental 
Polygenic Risk for Schizophrenia

BIOLOGICAL 
PSYCHIATRY 86(1) 56-64 11.501 4.49%

69

Incidence of hospitalization for 
infec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or C virus infection 
without cirrhosis in Taiwan: A cohort 
study

PLOS MEDICINE 16(9)
Article 

Number: 
e1002894

11.048 5.00%

70
*

Adverse effects of acrolein, a 
ubiquitous environmental toxicant, 
on muscle regeneration and mass

JOURNAL OF 
CACHEXIA 

SARCOPENIA AND 
MUSCLE

10(1) 165-176 10.754 1.89%

71
A KDM6A-KLF10 reinforcing 
feedback mechanism aggravates 
diabetic podocyte dysfunction

EMBO MOLECULAR 
MEDICINE 11(5)

Article 
Number: 

e9828
10.624 4.41%

72
*

Biomaterial substrate-derived 
compact cellular spheroids 
mimicking the behavior 
of pancreatic cancer and 
microenvironment

BIOMATERIALS Volume: 
213

Article 
Number: 
119202

10.273 3.13%

73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isk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13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Asia-
Pacific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114(1) 107-115 10.241 8.33%

74

Increasing Trend in Young-Onset 
Colorectal Cancer in Asia: More 
Cancers in Men and More Rectal 
Cancers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114(2) 322-329 10.241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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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Contrasting Epidemiology and 
Clinicopathology of Female 
Breast Cancer in Asians vs the US 
Population

JNCI-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11(12) 1298-1306 10.211 5.22%

說明：本清單依據 IF 值排序，序號加註＊者，表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本院同仁。

二、醫療技術精益求精

 ( 一 ) 創新的醫療技術
1. 臺灣之光：國際水準的國家眼庫—成功提高捐贈量與受贈成功率

衛生福利部為提升國內的角膜捐贈風氣及角膜品質，於 2013 年提供經費設立臺灣國家眼

庫，由本院承接。臺灣國家眼庫除了建立多項標準作業流程，嚴格控管角膜品質，更採取多項

策略提升角膜捐贈量，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成就為：1. 角膜摘取方式由傳統的整顆眼球摘取，

進展至僅摘取眼角膜，並為捐贈者放置義眼片，大幅改善捐贈者外觀及家屬感受。2. 摘取角

鞏膜瓣後立即執行微生物培養，自訂捐贈角膜微生物檢驗篩選準則，提升菌血症捐贈者的使用

率。2014 年至 2017 年共 697 例捐贈角膜，使用率高達 98% 以上，手術成功率高達 99%，

沒有一位受贈者術後發生感染。成功增加角膜捐贈量及使用率，更改寫菌血症患者不得捐贈角

膜之思維，不再辜負菌血症角膜捐贈者大愛，此研究成果刊登於眼科界國際頂尖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臺灣之光：國際水準的國家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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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功完成心臟持續停跳 50 天後去敏化心臟移植

為縮短心臟移植病人等候時間，本院心臟移植醫療團隊根據交叉試驗的結果，為病人

訂定移植時免疫治療計畫，使病人在心臟持續停跳 50 天後，完成去敏化心臟移植手術，

創下術後迄今心臟功能正常並成功出院返家的傑出成果。本院在心臟移植重症照護的領

域持續不斷努力，至 2019 年 4 月已完成 3000 例葉克膜置放、24 例居家型心室輔助器、

超過 100 例心室輔助器及 600 例心臟移植。依據病人不同的病況，跨科部醫療團隊合作，

為挽救病患與時間賽跑，讓心臟移植手術能順利成功。

 本院醫療團隊成員與心臟持續停跳 50 天病人慶祝重生

 急重症兒童轉院外接醫療團隊

3. 提昇急重症兒童轉院外接醫療服務品質

醫學中心兒童醫院等級的醫療服務，也可以延伸至偏鄉地區醫療院所了，2019 年

2 月本院兒童醫院急重症兒童轉院外接醫療團隊正式成立，由專責醫護人員及兒童專屬

轉運醫療設備，讓病童在轉院外接時，可以獲得如加護病房般照護，目前已經接收超過

150 位病童的轉診，其中近 70 位病童由團隊前往外接，安全抵達本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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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縫合技術「Nausicaa（王蟲）縫合法」有效降低產後大出血出血量及死亡率

本院團隊所使用的特殊縫合技巧，不僅可以有效止住產後大出血（尤其是困難的植入性胎

盤）、保留婦女的子宮及生育能力外，同時也減少膀胱及輸尿管受損。目前已實施超過百例，

效果顯著，合併症也極少出現。亦多次赴國外分享此術式之治療心得，獲得極大的迴響，研究

心得 2018 年 8 月也已發表在婦產科極負盛名的期刊－英國婦產科醫學會雜誌（BJOG）。

 新縫合技術「Nausicaa( 王蟲 ) 縫合法」醫療團隊

 心律不整立體定位放射線治療術醫療團隊成員與病人合照

5. 心律不整立體定位放射線治療術－嚴重心室心律不整治療的新方法

本院由心臟內科、影像醫學部與放射腫瘤科跨科部合作開發立體定位放射線治療術，治療

嚴重心室心律不整的新方法，又稱光子刀，能精準計算投放的劑量與照射範圍，達到順形度絕

佳的劑量分布，搭配影像導航系統，於治療前精準對位、治療中修正誤差，達到殲滅病灶並減

少周邊正常組織損傷的目標，目前已成功完成五例病患的治療。



科
技
創
新

S
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40

2019

( 二）專利及技術移轉

本院 2019 年提出申請之專利共 20 件，分別為小兒部黃立民醫師、內科部吳明賢醫師、內科

部廖偉智醫師、護理部黃瓊鶯護理長等、護理部翟天惠副護理長等，申請美國、日本、韓國、歐盟、

澳洲、加拿大、中國及我國專利。另在 2019 年亦獲得 22 件專利證書及 11 件技術移轉廠商，分

列如下表：

 2019 年獲得專利認証之專利列表
科部 發明人 專利名稱 申請國家 獲證日 專利證號

眼科部 王一中
Methods for drug screen using 
zebrafish model and the compounds 
screened therefrom

韓國 2019/2/25 10-1953736

內科部 楊泮池
Pink1 C-terminal domain 
polypeptide and methods using the 
same in cancer treatment

日本 2019/6/21 特許 6542468

小兒部 張鑾英 紫錐花及丹蔘萃取物用於製備抗病毒組
合物之用途及抗病毒組合物之製備方法 臺灣 2019/2/1 I649088

外科部 李章銘 預測食道癌病患的治療反應、存活及復
發之光學方法 臺灣 2019/3/11 I653439

醫學研究部 陳昆鋒
作為抗癌新藥之芳基胺取代的喹喔琳 /
Arylamine substututed quinoxaline 
and their use as anticancer

美國 2019/1/29 US10189795B2

醫學研究部 陳昆鋒
作為抗癌新藥之芳基胺取代的喹喔琳 /
Arylamine substututed quinoxaline 
and their use as anticancer

日本 2019/1/11 6462868

 微創大腦半球癲癇手術醫療團隊開心為翁小妹妹慶祝

6. 臺美合作－微創大腦半球癲癇手術成果顯著

三歲翁小妹因為腦炎導致頑固性癲癇，每日持續反覆嚴重抽搐，合併癲癇腦病變（epileptic 

encephalopathy）導致意識障礙、終日臥床。在藥物與生酮飲食治療後仍未改善，於 2019 年 7

月 5 日接受大腦半球切開手術（hemispherotomy），本院以微創技術進行此項複雜的癲癇手術

治療，女童術後癲癇發作完全消失並且恢復正常意識，神經功能顯著改善，能開始與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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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部 發明人 專利名稱 申請國家 獲證日 專利證號

小兒部 黃立民 抗病毒劑及治療病毒感染之方法 臺灣 2019/9/1 I670064

內科部 楊豐榮 腹膜透析器連接裝置及其連接方法 臺灣 2019/5/1 I657835

檢醫部 徐慧貞 用於辨識嬰兒糞便顏色及篩檢嬰兒疾病
的計算機裝置 臺灣 2019/3/1 M575143

骨科部 孫瑞昇 可擴張骨科植入物 臺灣 2019/3/1 I652037

婦產部 張廷禎 支撐骨盆器官脫垂的植入物 美國 2019/1/8 US 10,172,699

醫工部 楊宗霖技正 角度報知裝置 臺灣 2019/3/11 M575522

護理部 高秀娥 肢體約束帶結構 臺灣 2019/3/11 M575327

核醫部 邱晉宏 [18F]T807 衍生物的製備及用途 臺灣 2019/3/11 I653052

骨科部 江清泉 軟骨修復載體、所搭配的手術用具組與
軟骨修復系統 臺灣 2019/4/1 I654971 

耳鼻喉部 楊宗霖
Cartilage repair implant, auxiliary 
surgical tool kit and cartilage repair 
system

美國 CIP 2019/4/2 US 10,245,014

復健部 嚴筱晴 頭頸部軟組織自動開創器 臺灣 2019/4/2 I666109

外科部 吳毅暉
Device of automatic mechanical 
wound opener for head and neck 
surgery

臺灣 2019/7/21 M583764

腫瘤醫學部 黃國明 鞋墊及其製造方法 臺灣 2019/9/21 M584790

護理部 翟天惠 可拋棄式無線生理監測與急救系統 臺灣 2019/10/11 M584690

腫瘤醫學部 謝銘鈞 回收裝置之結構 臺灣 2019/10/11 I674110

護理部 黃瓊鶯 活動式點滴掛鉤架 臺灣 2019/11/1 M585601

2019 研發成果移轉予廠商列表

科部 發明人 技轉之研發成果名稱

耳鼻喉部 楊宗霖 頭頸部軟組織自動開創器

外科部 蕭輔仁 原發性腦瘤自動偵測圈選之人工智慧臨床輔助系統研究計畫

腫瘤醫學部 許峯銘 轉移性腦瘤自動偵測圈選之人工智慧臨床輔助系統研究計畫

醫學研究部 陳培哲 探討免疫療法在 HBV 高壓尾靜脈注射小鼠模型之安全性評估研究計畫
（追加經費）

檢驗醫學部 吳瑞菁 線蟲壽命試驗委託測試研究

醫學研究部 陳培哲 B 型肝炎（HBV）動物模式之藥效研究計畫（第 3 次追加經費及展延）

醫學研究部 陳培哲 FEM-102 的分離物對於 B 型肝炎病毒的抑制活性與機制評估（追加經費
及展延）

內科部 施翔蓉 甲狀腺癌細胞學電腦輔助診斷系統開發

腫瘤醫學部 盧彥伸 免疫細胞活化於腫瘤免疫治療上之應用

小兒部 劉興華 BRM 口服急性毒性試驗

腫瘤醫學部 葉坤輝、邵幼雲 智慧醫院匯流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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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推動 SPARK 計畫，連接產、官、學三方面創造三贏

2013 年 6 月起本院臨床試驗中心協助推動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SPARK），

由科技部、臺灣大學、本院共同執行，以美國史丹福大學為合作對象，連接產、官、學三方面創

造三贏。本院培訓與協助醫師與臺灣大學其他學院研發人才組成團隊，加入校外精英團隊，希望

讓這些團隊的研究在生技產業商業化進程能往前走關鍵的一步。NTU SPARK 於 2019 年提出 7 件

專利申請，1 件進入臨床試驗，3 件衍生新創公司成立中，2 件完成技術轉移，1 件產業前瞻應用

型研究育苗計畫申請中，以及 1 件完成 B 輪募資。本院參加 SPARK 團隊成果如下：

編號 科部 計畫主持人 研發成果

1 外科部 / 心臟血管外科 陳益祥 PCT 專利申請 / 技術移轉

2 精神醫學部 黃宗正 臨床試驗

3 耳鼻喉部 楊宗霖 專利獲准 / 技術移轉 / 臨床試驗

4 外科部 / 心臟血管外科 吳毅暉 技轉洽談中

5 眼科部 王一中 專利獲准（與顏家鈺教授及王倫教授）

6 影像醫學部 曾文毅 衍生新創公司

7 臺大電資所（精神科） 曾宇鳳（劉智民）等 技轉洽談中 / 價創計畫 / 衍生新創

8 臺大醫工所（神經外科） 王兆麟（賴達明）等 專利申請中 / 價創計畫 / 技術移轉

9 骨科部 / 麻醉部 江清泉 / 王曼玲 PA 專利 / 技術移轉

10 耳鼻喉部 楊宗霖 PCT 專利申請中 / 技術移轉

11 外科部 黃博浩 專利申請中 / 價創計畫 / 衍生新創

12 醫學院微生物所（內科部） 李財坤（何肇基）等 PCT 專利 / 育苗計畫申請中

13 外科部 賴碩倫 PCT 專利、臺灣專利、美國專利 / 技術移轉洽
談中

14 精神醫學部 高淑芬 臨床試驗

15 小兒部新生兒科 / 麻醉部 陳倩儀 / 林至芃 育苗計畫 / 衍生新創公司

16 內科部 何奕倫 / 陳盈憲 價創計畫 / 衍生新創

17 外科部 黃約翰 / 林啟萬 衍生新創公司

18 麻醉部 莊岳勳 衍生新創公司達成 B 輪募資

19 醫工所（外科部） 楊台鴻（陳克誠）等 臺灣專利獲准、美國專利申請中、進行臨床試
驗

20 小兒部 顏玎安 PCT 專利 / 育苗計畫申請中

21 外科部 邱瀚模 專利申請中

22 耳鼻喉部 林怡岑 專利申請中

23 藥理所（小兒部） 陳文彬（吳美環） PA、PCT 專利

24 藥學系（內科） 忻凌偉等（李宗錞） PA、PCT 專利 / 育苗計畫申請中

25 神經部 戴春暉 / 郭明哲 進行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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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推動跨院合作研究計畫

本院積極推動跨院合作研究計畫，基礎研究推動合作單位包括：臺灣大學各學院、工研院、

臺北榮總及其他教研合約醫院（國泰醫院、義大醫院、亞東醫院）、與醫學院申請之院外委託研

究（如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等）相關跨院合作計畫。臨床研究亦與國內各醫院跨院合作

新藥、新疫苗、新治療策略、新興醫療器材、新醫療技術等臨床試驗案，無論在癌症轉譯、心血管、

幽門螺旋桿菌、感染症、血液腫瘤、肝炎、新陳代謝、呼吸道疾病、風濕免疫、神經、精神、皮膚、

眼科等之臨床試驗專科發展方面，整合國內生技醫藥研發體系與能量，落實研發成果進入臨床前

及早期臨床試驗，以加速促成研發成果產業化與商品化為目標，共同努力提升國內臨床試驗的創

新力及競爭力。

五、創新資訊科技

（一）持續推動智慧醫院，年度獲得國家醫療品質獎 1 銅、2 佳作、4 認證、
3 潛力獎肯定

本院繼 2018 年參加醫策會舉辦之第 19 屆國家醫療品質獎，以「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輔助系

統」榮獲智慧解決方案組金獎後，持續推動智慧醫院之發展。2019 年共推派了 11 案參加第 20

屆國家醫療品質獎智慧解決方案組，獲得共計 1 銅、2 佳作、4 認證，共 3 案另獲得特別獎－潛

力獎。

領域 案名 參獎單位 獲得獎項

行政管理服務 感染管制智慧領航－臨床微生物監測系統、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 感染管制中心 / 資訊室 銅獎 + 認證

住院服務 導入智慧藥櫃（ADC, Automatic Dispensing 
Cabinet）改革住院藥品管理模式 藥劑部 / 護理部 / 資訊室 佳作 + 認證

住院服務 麻醉前評估系統－ EVAN 麻醉部 / 資訊室 佳作 + 認證＋潛力獎

教學研究 醫療大數據與高效能運算支援之整合服務 資訊室 認證＋潛力獎

環境管理 醫療環境設施安檢平台－安檢雲 安全衛生室 / 資訊室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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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管制中心、資訊室榮獲行政管理領域銅獎 

 藥劑部、資訊室、護理部榮獲住院服務領域佳作及標章

 麻醉部、資訊室榮獲住院服務領域佳作 

 資訊室榮獲教學研究領域特別獎及標章 

 智慧醫療方案解決型潛力特別獎三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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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 產業合作、人才培訓及推動

本院對 AI 於智慧醫療上的發展相當重視，積極與相關產業合作夥伴洽談。

1. 本院與臺灣人工智慧基金會合作進行醫療影像判讀合作

2019 年 1 月 3 日，本院與臺灣人工智慧基金會簽署合作意向書，共同發展人工智慧輔助

醫療影像判讀技術，減輕醫師負擔，

改善醫病關係。以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為例，每檢查一個病人產生約 300 張

影像，放射科醫師得全部仔細看過，

以免遺漏微小的結節。這些結節往往

是早期肺癌的前身，但因為這些結節

都很小，有時候可能不到 0.5 毫米，很

難用肉眼判讀，希望能夠透過 AI 影像

演算法自動偵測，協助醫師出到關鍵

影像加以確認。

由於成果具有高度臨床應用價值，本院受邀參加 2019 年 6 月外貿協會主辦之臺灣國際醫療

暨健康照護展及 2019 年 12 月醫策會主辦之 2019 年醫療科技展，現場民眾反應良好。

 本院參加 2019 年醫療科技展工作團隊

 本院與人工智慧基金會簽署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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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院與廣達電腦共同投入智慧醫療領域的策略合作，並建置 AI 運算整合平台

本院與廣達電腦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投入智慧醫療領域的策略合作。

廣達電腦提供人工智慧與巨量資料相關技術，協助本院之醫神計畫與醫療 AI 研究計畫，強化

醫療人工智慧研發能量，運用雙方合作的研發成果，進一步推動臺大醫療體系全面 AI 化。

廣達電腦後續於 2019 年 7 月 4 日，捐贈本院一套由廣達研究院為臺灣醫療環境量身打造

的人工智慧醫療雲運算整合平台（QOCA® AIM），應用於基因與人工智慧、基因深度學習、

醫療影像運算、病歷資料編碼與管理等，可更精準快速的提供醫療判斷，並緩解臨床人力不足，

雙方將共同投入智慧醫療領域的策略合作。

3. 培訓人工智慧人才

2019 年本院與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合辦北部第一、二期醫療專班，兩期共安排 34 名醫師、

各醫事職類、技術行政等人才送訓，以提升院內同仁對人工智慧的運作原理、能力、侷限及未

來發展，課程除主題演講外，另安排不同專業之學員分組進行小組討論並進行主題發表，與國

內其他先進互動切磋觀摩學習，以期後續應用在本院醫療領域。

為推動本院 AI 相關研究，本院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與臺大人工智慧研究中心合辦召開

全院 AI 介紹暨座談會，邀請臺大人工智慧研究中心學者介紹人工智慧應用開發流程與在醫學

上的研究，本院並說明未來因應人工智慧在醫療領域發展相關規劃。

 廣達電腦捐贈本院人工智慧醫療雲運算整合平台

  院長親自出席與同仁雙向交流回覆同仁在研究與新創
等發展建議

 本院與臺大人工智慧研究中心合辦 AI 介紹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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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資訊系統上線

本院醫療相關作業流程，均需資訊系統即時協
助，使醫療團隊能獲取病人相關診療處置完整歷程，
故核心資訊系統均由本院自行開發。因應本院醫療及
行政團隊之需求，2019 年陸續上線之重大子系統摘
要如下：

1. 醫病共享決策系統

本院醫病共享決策系統於 2019 年 7 月上線，

醫護人員可以透過 Portal 頁面啟動建置在 REDCap

上的醫病共享決策專案，並提供 QRCode，讓病人

或家屬可以透過手機或電腦連到決策平台記錄自己

的選擇供醫師參考，亦提供相關報表供管理單位分

析執行成效。

醫病共享決策系統建置完成後，陸續有各科部同仁建置各種決策表單，截至 2019 年底，

共建置有 38 份決策系統，有 933 位病人記錄完自己的選擇。且因有優秀的執行成效，院內執

行團隊參與衛生福利部「2019 年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競賽以「3 至 18 歲病童的膜周邊

型心室中膈缺損有哪些治療選擇」及「無法脫離呼吸器時，該選擇居家照顧還是呼吸照護病

房？」，分別獲得銅獎及入選。另參加「108 年臺北市醫療安全品質提升提案獎勵活動」以「運

用醫病共享決策提升呼吸器依賴病人家屬對垂直整合照護之認知」，榮獲其他類優等殊榮。

2. 醫療大數據與高效能運算支援之整合服務上線

本院建置「醫療整合資料庫」涵蓋總院及分院所有資訊系統的資料，時間區間為自本院電

子化上線起至今所有資料，亦在本資料庫上建置一套醫學研究統計資料檢索平台，此平台包含

診斷、處置等統計查詢功能，搭配病人來源、院區、性別等查詢條件，方便研究者可先預覽所

需資料之簡易統計，達到整合院內完整的臨床電子資料及加速申請流程。

為維護病人資料安全，研究者所申請之大量臨床資料可於「資料分析專區」計算，另亦監

控錄製其作業行為，具資安保護之資料管控機制。專區內含高效能計算資源，並提供 AI 演算

平台等，故本服務從醫療整合資料庫之資料申請至運算平台之建置，可提升臨床資料加值應用

及研究產能，並使本院於教學及研究領域上更有效率及便利。透過整合資料庫申請之研究計畫

案目前超過百件，自醫療整合資料庫成立之後，目前已有效達成整合性單一服務窗口之服務。

若為因資安規範被要求限制於院內使用時之申請案，在本資料分析專區提供服務後，研究者可

節省蒐集資料及尋找安全計算環境的時間，加速申請案作業時間並透過本資料庫資料內容發表

多篇學術論文。此服務參加第 19 屆國家醫療品質獎智慧解決方案組，獲得認證及潛力獎。

 「無法脫離呼吸器時，該選擇居家照顧還是
呼吸照護病房？」，分別獲得銅獎及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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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大數據與 AI 運算支援之整合服務流程圖

 醫學研究統計資料檢索平台之查詢報表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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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衛生巡檢系統

本系統於 2019 年 5 月上線，以 APP 登錄巡檢紀錄表單共計 164 項查核標準，方便各專

責單位巡檢人員，即時登錄查檢結果，並拍照直接上傳佐證，方便後續受檢單位追蹤改善，並

可直接於線上回覆，增進團隊管理及執行效率。本院以此系統參加第 19 屆國家醫療品質獎智

慧解決方案組，獲得潛力獎。

 安全衛生巡檢 APP 相關使用介面

4. 實驗場所管理系統

本系統於 2019 年 5 月 1 日正式啟用，整合化學性、生物性、輻射性等三類型危害物質運

作狀況，由單一系統中統一管理及查詢，助於推動危害風險管理措施。針對法令指定超過 300

項特殊列管之物質種類，統一提供各場所化學性、生物性、輻射性等運作資料即時申報功能，

助於各使用者符合環保及衛生相關法令回報之規定。並以線上簽核審核系統自動化跑流程，減

少紙本傳遞之耗時及繁雜順序。使用半年系統各實驗場所已登錄之研究人員數高達 948 人次，

其中研究計畫主持人共有 385 位，使用廣泛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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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制藥及特殊藥品管理系統

本系統於 2019 年 6 月正式啟用，改善以往人工作業除誤費時、字跡潦草、謄寫錯誤、計

算錯誤等可能的問題。系統上線後隨時可查盤點情形，亦可回溯任何時間點的結存情形，自動

記錄異常。系統上線後獲得使用單位肯定，2019 年 6 月上線後使用次數快速增加，2019 年 8

月即超過每月 5,000 次，且持續增加中。

 管制藥及特殊藥品管理系統之取退暨盤點次數統計

 實驗場所管理系統畫面－生物安全定期自行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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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年期專案系統擴充與結案

1. 加護病房臨床資訊系統擴充

本院於 2014 年開始導入加護病房臨床資訊系統建置案，陸續完成第一、二期總院成人

ICU、第三期兒醫 ICU、第四期手術室麻醉系統。2019 年再進行擴充計劃，本次擴充主要是

接續第四期手術室內麻醉臨床資訊系統，把手術室外進行麻醉的內視鏡、健康管理中心及特殊

牙科等單位皆導入臨床資訊系統的範圍，使麻醉醫護人員作業表單趨向一致化，並導入電子簽

章等病歷電子化作為，與手術室內麻醉系統要求的資料監控數據密集度相同，伺服器及儲存設

備皆須要求高效能處理速度及高可靠度大容量儲存，網路方面也同樣要求備援性及兼顧資安需

求。表單方面，將原有多張不同的表單整合成一份 PDF 電子病歷，達到簡化作業程序的目的。

歷經近六個多月的開發之後，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完成內視鏡及健檢中心的上線，12 月 12

日完成全院手術室外麻醉系統上線。

2. e-Portfolio 臨床教育訓練系統第三期上線統

e-Portfolio 臨床教育訓練系統為三年期全院性之專案，目標為完成全院各類醫事人員（包

含西／牙醫師、各醫事職類、西／牙醫學生及醫事學生）訓練之 e-Portfolio 系統。2018 年底

啟動第三期 e-Portfolio，包含牙醫、醫事職類 UGY（Under-Graduate year）訓練及西醫、

牙醫住院醫師訓練，推動涵蓋全院各醫療訓練科部臨床訓練學習護照電子化。本院有關科部努

力與專案團隊配合，順利於 2019 年 8 月完成上線。

 麻醉系統生命徵象、呼吸器、檢驗、血氧檢測（ABG）等紀錄自動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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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系資訊系統上線 –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本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正式營運，所使用之門、住資訊系統由總院協

助規劃建構為智慧型醫院，包含設置智慧門診報到系統、床邊智能顯示系統、護理站智慧管理系

統等，期使大新竹民眾能同步享有本院最優質的醫療服務。生醫分院願景為「帶領生醫科技發展

的國家級醫學暨轉譯研究中心，並建構大新竹地區成為智慧健康城市」，藉由與新竹生醫園區中

的生醫產業合作，研發創新醫材及生技新藥，並結合新竹科學園區電子、資訊、製造、光電等高

科技產業的優勢，進一步建構行動健康量測平台，將疾病狀況、飲食及體適能等個人健康紀錄利

用雲端技術運用管理，建立健康促進及遠距照護之「智慧醫院」，並匯集鄰近大學與研究機構的

研發能量，連結高素質的臨床醫學研究團隊，成為「智慧園區」重要的一環，協助國家達成生技

產值倍增之目標，進而實現將大新竹地區建構為「智慧健康城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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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診服務

( 一 ) 門診人次統計
本院提供優質醫療照護服務， 2019 年

工作天數為 277 天，共有 25 個醫療科部開

設門診，平均每日門診為 9,491 人次，總門

診人次較去年成長 0.73%。本院同仁在人力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戮力克服逐年繁重的工作量，持續實踐「提

供優質流暢服務品質」的信念。

( 二 ) 落實轉診分級

配合「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辦理

轉診業務推廣及宣導

為配合中央健康保險署分級醫療政策，

本院設立「臺大醫院醫療體系星月計畫健康

照護網路」，並於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成立

「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建立以

病人為中心的完善轉銜就醫體系，辦理轉診

業務推廣及宣導，以提供民眾高品質的醫療

照護服務。

配合「臺大醫院醫療體系星月計畫」，建置專屬電子資訊平臺，提供合作院所線上轉診預

約本院門診及查詢轉出、轉入病人相關資料，提供最完整的照護資訊銜接，另為強化轉診醫療

服務，自 2019 年 5 月 9 日起門診轉診名額增加為 4 名，鼓勵輕症病人先至住家附近醫療院所

就醫，透過雙向轉診合作，共同照護民眾的健康。

( 三 ) 貼心感動的 e 化服務

1. 門診服務網頁便民系統進化再升級 

為提供病人更美觀及人性化的網路服務

與資訊，全面檢視服務網頁，以民眾使用之

角度使網站資訊更加完善。新增「門診費用

說明」、「轉診 Q&A」等說明頁面，提供更

貼心的服務，力求網頁從閱覽到使用均能符合

民眾需求，營造友善、便民的網路服務環境。 

 2015~2019 年平均每日門診人次統計圖

 臺大醫院醫療體系星月計畫海報

 網頁轉診 Q&A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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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 KIOSK 自助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服務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與資訊系統的便利與普及，增

加了民眾對服務品質的要求，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

起 KIOSK 新增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二、三次領藥作業

功能。每筆慢性病處方箋約 20 秒即可完成健保卡讀

取並產生領藥號單據，大幅節省病人等候時間，有效

疏導假日前後回院領取慢性病處方箋的人潮，降低病

人排隊等候辦理時間，深獲病人肯定。

3. 門診區實施健保雲端就醫及一般同意書電子線上簽署流程 

本院推行「同意書線上簽署」及無紙化作業，於門

診 1、2 樓掛號處等候區、申辦業務櫃檯及初診掛號專

櫃增設「病友資訊站」，新增健保雲端就醫及一般同意

書簽署流程，提供環保就醫服務，簡化診間紙本作業流

程，戮力達成就醫無紙化目標。 

4. 掛號處增設 i Pad 線上填寫「初診評估資料」

除 1、2 樓掛號處及初診掛號櫃檯設有「病友資訊

站」，提供初診或兩年未至本院就診病人輸入相關資

料，考量一大早掛號病人數眾多，為紓解排隊等候人

潮，於掛號處另增設 2 台 i Pad，全力推行「初診評估

資料」線上填寫作業，有效提升掛號作業效率並獲得病

友一致好評。

( 四 ) 優質門診就醫環境

   增設高齡友善服務櫃檯，提供安全貼心就醫環境

為建立本院高齡友善醫療環境，門診 1 樓掛號收

費處增設 A、V 兩櫃高齡友善服務櫃檯，提供「85 歲

以上長者、行動不便病人優先服務」措施，給予病人

貼心便利服務；另為方便高齡者閱讀，製作放大版門

診表、大字體公告，重視長者需求。另為提供安全貼

心就醫環境，門診部每日執行輪椅清潔及使用檢修，

每季執行廁所防滑設施及扶手查檢、出入口無障礙設

施查檢，並積極追蹤修復進度，營造本院友善、安全

貼心的就醫環境。

 KIOSK 新增連續處方箋領藥功能

 高齡友善櫃檯提供貼心便利服務

 同意書線上簽署專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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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急診服務

( 一 ) 急診服務量
本院急診業務量繁忙、緊湊且服務量大，秉持健康守護、醫療救治的理念，充分發揮團隊合

作精神，戮力完成急症診療救治，綜觀 2019 年急診總來診量 117,342 人次，平均每日來診約

321 人次，高峰時段急診現場約 170 至 190 名病人。

( 二 ) 檢傷分類
為使嚴重度高之病人儘速診治，急診依據檢傷分類原則，將就醫病人依疾病嚴重程度分級

安排就醫，檢傷一級病人屬嚴重程度最高，檢傷五級病人則屬病情最輕。2019 年急診檢傷五

級病人的分布為一級病人佔 2.7%，二級病人佔 19.1%、三級病人佔 68.8 %，以二、三級病人

為大宗。

( 三 ) 重整服務流程，提升服務品質
1. 檢傷分類、縮短候診時間 

急診醫師維持三線看診，另於小夜班來診的尖峰時間增加主治醫師支援看診及夜班重症增

加主治醫師支援看診，經檢傷分類流程後，除一級及部分二級病人直接進入重症區立即處置，

 2017~2019 年急診平均每日就診人次

 2017~2019 年急診檢傷五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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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急診候診區安裝公播及叫號顯示機，另於結帳櫃檯安裝落地取票機及叫號顯示機，

透過多媒體公播顯示機呈現目前號碼，提供病人及家屬在就診等候區就可以清楚看到候診順序

資訊，降低候診焦慮，也減少醫病之間的緊張與摩擦；同時也提供一多媒體派送網站，透過網

站可編輯多種衛教資訊與宣導影片，並搭配跑馬燈的設計，可達到短時間內重點衛教宣導的功

效。

急診智慧就診系統之建立可以方便醫護人員呼叫病人，減少到診間門口找尋病人的時間，

減少負擔，增加工作效益；另於掛號櫃檯取消行政人員取票的動作，加速掛號時間，於離部結

帳櫃檯顯示目前號碼，清楚完善的資訊能夠使民眾快速的獲得服務，提高整體就醫滿意度。

3. 提升急診轉診品質，紓解急診壅塞

為紓解急診病人壅塞及降低病人滯留，本院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合作「臺北市醫學中心急

診待床轉院計畫」，凡於急診暫留之病人，經醫師診療判斷，需繼續治療且無法立即住院者，

醫師會建議病人轉診至就近適當之急救責任醫院，讓輕、中度病情的病人得到更有效率的醫療，

同時使急診能充分發揮緊急醫療業務之功能，提供重症病人安全醫療服務。若有轉診意願者，

急診醫學部會儘速聯繫並進行交班轉診事宜，提供院際間交班、救護車轉送、直接入住病床及

後續追蹤服務。2019 年轉出 952 人，相較於 2014 年轉出 363 人，計畫推動後轉出人數提升

三倍，本院積極與病人家屬溝通，協助聯繫轉診安排，讓病人可以獲得妥善的治療照護，獲得

病人及家屬信賴。

二級、三級病人看診順序予以病歷的顏色區分，以便提醒醫師檢傷級數，若同一時段來診病人

多，則由檢傷護理師啟動二次檢傷，再次評估、監測病人情況，必要時優先處置，縮短病人等

候時間，以能提升急診病人醫療品質。 

2. 急診智慧就診系統之建置，優化就診流程

本院推動「智慧急診專案」進行急診醫學部智能櫃檯系統及診間叫號系統更新建置，自 9

月 20 日起陸續召開多次會議及測試，結合 HIS 檢傷資訊，建置從檢傷分級分診、掛號、醫師

叫號、護理站叫號、離部結帳等流程。

 2017~2019 年急診病人平均候診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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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降低加護病房抗藥性菌株移生個案數

醫療科技的進步，病人受到更高品質的照護，但大約

30% 的重症病人會因醫療照護相關的感染，增加疾病治療

的困難度、住院天數、死亡率及醫療花費。重症病人多屬於

低免疫力、多侵入性管路或長期且密集使用抗生素之病人，

因此易導致抗藥性菌株發生。近年來，臺灣常見之多重抗藥

性 菌 株 以 多 重 抗 藥 性 鮑 氏 不 動 桿 菌（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

菌（vancon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等為主。感

染 MDRAB 的病人中有 55% 會引發菌血症，24% 會發生敗血

性休克，死亡率高達 69%；而 VRE 一旦於胃腸道移生，病人

將成為長期帶原者，感染病人的住院天數會比未感染者增加

16.7 天，死亡率則高出 1.93 倍。

本院加護單位成立專案小組，邀請醫護同仁共同參與，探討單位抗藥性菌種移生個案數增

高的原因，並找出有效解決策略，以控制抗藥性菌株的傳播與伺機感染之發生，維護病人安全。

依據現況分析找出問題要因，團隊成員共同擬定對策，採用 2% CHG 溶液擦澡、增加床簾更

換的頻率、增加水槽清潔消毒頻率及使用注意事項等。對策實施之後整體移生個案數下降率達

35%，達成專案下降 25% 的目標。本案參加『108 年臺北市醫療安全品質提升提案獎勵活動』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之競賽活動，獲得參加獎提案，於 12 月 5 日頒獎。此外，此專案也參

加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主辦之第二十屆醫療品質獎主題改善組之競

賽活動，通過第一階段面談，11 月 29 日進行第二階段現場發表，榮獲初階組 「銅品獎」。

( 四 ) 提升兼顧醫療與社會責任之影響力

1. 北區緊急災難應變中心與救護訓練

本院為北區緊急災難應變中心，急診醫學部除了一貫醫療業務外，同時亦肩負國家緊急

災難事件處理之責任，並配合急診醫學部訓練計畫，辦理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以下簡稱

國災隊）社區緊急應變暨特殊災害醫療訓練課程、及國災隊野外醫療救護演習訓練。此外，

本院多年來負責到院前緊急救護員的訓練，同時本院急診醫學部為衛生福利部認可之高級救

護技術員訓練機構，協助訓練高級救護技術員（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Paramedic; 

EMT-P），精進救護品質、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成效，同時也辦理民眾基本救護課程，協助校

總區急救教學、醫學系五年級門診及急診醫學課程與牙醫學系五年級急診醫學課程、醫六團隊

合作訓練教學等，擔任急救教學的領航者。 

 醫策會銅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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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院服務

( 一 ) 急重症照護服務
1. 住院病人疾病嚴重度高於同儕

依本院歷年之醫院病例組合指標值（Case Mix Index, CMI），本院住院病人疾病嚴重度

2019 年 1.2693 較 2018 年 1.2386 為高，名列全國醫學中心第一位。

2. 門住診重大傷病佔率偏高

本院門住診病人重大傷病醫療點數歷年佔率均偏高，且較同儕高出許多，尤以癌症病人居多。

2. 演習獲獎肯定

本院為提升社會影響力，無論在醫療服務品質、專業領域之團隊合作、教學著作等皆全力

朝向目標努力達成，榮獲 2019 年度臺北區輻傷急救責任醫院評核演習「特優」獎，臺北區毒

化災急救責任醫院評核演習「金質演習楷模」獎。

 國災隊野外模擬演習訓練  民眾基本救護課程  醫六團隊合作訓練教學

 輻傷評核演習「特優」獎

 2019 年重大傷病醫療點數佔率與分布

 毒化災評核演習「金質演習楷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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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醫院整合醫學－創建合乎時代潮流的醫院整合醫學臨床教學制度

1. 協助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推展整合醫療臨床教學制度

本 院 余 忠 仁 教 授 榮 任 臺 灣 醫 院 整 合 醫 學 醫 學 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Medicine）第一任理事長，協助醫學會推廣醫院整合醫學臨床教學的理念，促進醫院整合醫學

相關的學術發展，並培訓整合醫療照護醫師。本院內科部整合醫學科協助醫學會運作與發展，

除辦理醫院整合醫學專科醫師甄試（2019 年為第三屆專科醫師認證）外，並綜合三個教學面向：

(1) 教育面－在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中加入醫院整合醫學的概念及基本能力訓練；(2) 政策面－

成立醫院整合醫學專科（主專科）來培訓整合醫療照護醫師，專責照護住院病人；(3) 醫療實

務面－發揮體系醫療的角色，增進醫療品質，協助水平整合及垂直銜接，改善病人照護轉移，

落實分級醫療及健康照護的連續性使醫院醫療與社區醫療的密切配合，藉此建構我國因應高齡

化社會需求的健康照護模式醫療網，成為醫療無縫式照護新典範。

2. 成立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 - 創新臨床教學模式

本院「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係由內科部整合醫學科成立，為全國唯一。主導推廣醫院

整合醫學教育為宗旨，以團隊照護的理念將專科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安寧共

照師、出院準備護理師、個案管理師、社工師納入教學相長的師資，並將「聰明就醫實證價值

醫療（Choosing wisely evidence-based value-based medicine）」與「整合照護即時超音

波（Point of care ultrasound）」列為兩大創新教學內容，以此銜接目前一般醫學教育，並提

高第一線臨床醫師的臨床照護能力。

 2019 年 10 月 5 日本院「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揭牌暨十週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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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創新教學為「聰明就醫實證價值醫療」，聰明就醫 （Choosing wisely）起源於美

國內科醫學會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ABIM），是一個由醫界發起，反省

過度醫療的潮流。聰明就醫是希望喚起社會大眾拒絕或重新思考沒有實證效果支持，卻一再被

使用的醫療傳統，其中有些甚至是有潛在危害的。本院成立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後，推動「聰

明就醫實證醫學導讀課程」，帶領住院醫師（包含不分科住院醫師、內科部住院醫師）及代訓

他院主治醫師，進行各分科實證醫學導讀，並邀請院內其他科部主治醫師一同參與，進行意見

交流和文章導讀等事宜，期望能將美國「聰明就醫」、「少即是多」的實證醫學建議，引進國

內推廣，並轉換成適合本國文化、國情、民眾就醫習慣、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可行建議。

第二項創新教學為「整合照護即時超音波（Point of care ultrasound, POCUS）」是將超

音波儀器轉移至病人床邊，以解決病人之問題為導向，將檢查項目簡單化，時間極小化，但效

率與可近性極大化。即時超音波提供一些過去醫師利用問診、理學檢查、臨床推理等方法，無

法達到足夠敏感度和特異性的瓶頸，給予了典範轉移且關鍵的突破。世界衛生組織提倡的「全

人醫療」（patient-centered care）及跨專業領域團隊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的觀念，使「整合」的概念也主導了整合照護即時超音波（POCUS）。POCUS 實作課程目前

是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的重點項目。這項革命性的發展，對於醫師於病床邊作診斷的常規流

程產生巨大的影響。

3. 本院醫療體系星月計畫 - 建立永續醫病雙贏的分級醫療健康照護體系

本院內科部整合醫學科嘗試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的健康照護改革策略，期能在分級醫療及分

科過細的現行醫療制度下有所突破，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的健康照護改革策略。而本院醫療體系

星月計畫的內涵是藉由各級院所和本院整合醫學科醫師一起合作，建立「眾星拱月」以病人為

中心的轉銜共同照護、「披星戴月」以體系為基礎的分級醫療照護，提供民眾高品質的整合照

護。星月計畫照護網路除了原已有的門診轉診功能外，星月計畫也將擴及本院急診病人與住院

病人的轉出照護，從急診與住院病人的出院準備規劃起，讓醫療聯絡網內的轉診業務與相關行

政輔助機制更趨完善，希望在本院醫師與合作院所的通力合作下，能提高就醫民眾的健康識能

與疾病識能，並因應老化社會的需要，推廣老化及死亡識能，同時為臺灣建立永續的分級醫療

健康照護體系，達成醫病雙贏的使命與目標。

2019 年為本院參與衛生福利部醫療垂直整合銜接照護試辦計畫的第二年，由臺大醫療體

系八期醫療網的核心運作單位內科部整合醫學科，協助體系醫療的水平整合及垂直銜接，落實

國家分級醫療政策，初期以內科部整合醫學科病房試辦，俟垂直整合銜接照護模式成熟完備，

再逐漸適用於其他病房。冀由本院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及社區醫療群的合作，提出以醫學中

心與社區照護的整合模式，將主負責急重症醫療的三級醫院銜接未來需要在社區次級醫院與基

層醫療，或是中長期與社區照護的病人，並透過個案管理的全人醫療，強化基層醫療、社區醫

院與既有臺大醫療體系的合作，定期舉辦跨院交流、個案討論會及轉銜工作會議，多次舉辦大

型研討會，推廣整合醫學及分級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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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本院藉由醫院整合醫療制度的推展，以及「成立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持

續培訓優秀的醫院整合醫學專科醫師，引導我國醫療照護模式的轉型，體現「全人關懷、共同

照護」理念，建構能夠因應高齡社會需求的健康照護模式。「醫院整合醫學」的專業人才培育

更進一步實施以「一般醫學」為基礎的臨床訓練，除了重視「醫學專業知識國際化，醫學專業

素養在地化」，更強調全人醫療觀念及實務的養成。經過多年的努力及耕耘後，在教育方面負

責醫院整合醫學的專業訓練，並與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接軌；在醫療方面，以全人關懷為

本，落實共同照護，水平整合次專科，並建立連續性照護服務，將醫院醫療與社區醫療連結，

建置有效率的醫療體系服務網，營造成熟的醫療分級就醫環境，創造醫病雙贏。

 臺大醫院醫療體系八期醫療網的規劃



臨
床
服
務

C
linical S

ervices

63

2019

( 三 ) 提升住院醫療品質

1.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提升呼吸器依賴病人家屬對垂直整合照護之認知

急重症病人歷經加護病房穩定病情後，連續使用呼吸器 21 天以上，應轉至亞急性呼吸照

護病床積極脫離呼吸器，為提供適宜階段之醫療照護，嘗試脫離呼吸器但未成功之病人在 42 天

內，醫療服務提供者會轉介病人至呼吸照護病房或居家照護，此時家屬對下一階段的機構選擇，

常面臨決策困難與煎熬，所以讓家屬瞭解呼吸器脫離進度與階段、轉出動向與時機相形重要。

本院醫療團隊與家屬討論下一階段機構選擇及未來著手照顧問題時，家屬常感覺準備時間

緊迫，對於下一階段機構選擇資訊不足。為積極配合中央健康保險署呼吸器依賴病人整合式照

護計畫，讓家屬能深刻的瞭解漸進式照護體系，進而讓家屬能充分對延續性照護做準備，以達

到提升此類病人照護品質之終極目標。期能藉由醫病共享決策過程的執行，配合決策輔助工具，

透過更好的訊息過程傳遞，提升病人與家屬的認知，達成更佳的醫療決策。

本院結合多媒體及資訊化推動創新措施：(1) 製作個別化「呼吸器脫離訓練階段與復健進

度指導」及「呼吸器脫離訓練整合照護流程」海報；(2) 提供每床電視播放亞急性呼吸照護病

房簡介與延續照護影片，提供彈性學習環境；(3) 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輔助工具資訊化。運用 SDM 以實證及專業為基礎，經醫病雙向溝通做出對病人最有利

的醫療決策。

 本院內科部整合醫學科持續於教學服務研究領域多所創新及突破，帶領國家政策走向，承先啟後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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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提升急性後期照護與長照 2.0 服務轉銜率

出院規劃專責團隊秉持以全人服務為考量，包括病人是否有困難、超長住院之問題，以及

是否能使用急性後期照護整合計畫或長照 2.0 服務，皆為專責團隊護理師評估與輔導病人時，

可進行之出院準備計畫項目。2019 年出院準備服務專責團隊配合本院星月計畫，平均每月收

案 309 人次，約為去年同期平均每月收案 107 人次的 3 倍；腦中風、衰弱高齡、脆弱性骨折、

燒燙傷、創傷性神經損傷等五大類住院模式急性後期照護共轉銜 139 人，約為去年之 2 倍，轉

介率顯著提升。出院準備轉銜長期照護比率為 1.04%，較去年同期 0.23% 有顯著提升。出院

規劃團隊亦積極協助推動復能多元服務試辦計畫，讓有需求的病人出院後能繼續積極接受居家

日常生活功能復健，已由第一階段以復健病房腦中風病人收案為主，推展至第二階段以全院腦

中風病人為收案對象；使更多出院病人得蒙政府長期照護相關政策之照護，促進出院後之生活

品質。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提升呼吸器依賴病人家屬對垂直整合照護之認知，榮獲 2019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
創意計畫選拔其他類組優等獎，及 2019 年醫策會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競賽入選獎（主題：無法脫離呼吸器時，
該選擇居家照護還是呼吸照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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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創新住院服務

1. 導入智慧藥櫃（Automated Dispensing Cabinet, ADC），改革住院藥品管理模式

本院現行住院病人藥品供應採每日單一劑量方式（UDD）配送，因病人病況變化快速，處

方異動頻繁，導致平均約有 30% 退藥量，耗費大量人流物流處理大量退藥；同時線上即時處

方須由人力傳送藥品至病房，臨床急需藥品時，催找過程不僅干擾醫療作業，亦潛藏用藥風險。

為提升藥品取得的即時性與正確性，導入 ADC 放置於醫療單位，護理師在應備藥時間，可即

時依據最新醫囑取得藥品，為理想的住院藥品管理模式，達成閉環式藥品管理系統（closed-

loop medication management）。自 2017 年起成立跨科部團隊，透過多達數十次的會議確

立執行目標，並修訂、整合既有工作流程。

 五類疾病個案 PAC 轉介人次與轉銜率

 出院準備轉介長照服務的人次與轉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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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在 2018 年完成先期計畫，成功於四個病房導入 ADC，為全國首例成功應用 ADC 系

統於全病房常規用藥，並涵蓋放置 80% 以上藥品使用量，且加護病房及普通病房均適用；並

於 2019 年獲得醫策會醫療品質獎智慧解決方案組佳作及標章，以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品

質提升提案獎勵活動佳作提案，屢獲院外評審肯定。此為住院藥品供應方式的重大變革，2020

年將以少量租賃方式取得其他廠牌之使用經驗後，自 2021 年度起進行多年期導入，逐步擴展

至全院，精實藥品管理流程，強化藥品管理成效，保障病人用藥安全。

 ADC 之取藥流程

 ADC 之具體成效

 完善的 ADC 教育訓練  放置於 4A1 之 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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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養衛教影片創作與多元傳播推廣榮獲國家品質標章 SNQ 認證

營養室針對國人常見之慢性疾病，配合醫療需求，透過營養衛教影片的編製與資訊科技的

運用，製作一系列治療飲食衛教影片，包括基本飲食原則說明及飲食製備示範，提供整體性的

營養照顧，增加病人、家屬及員工對治療飲食的認知，同時減少醫護人員重複說明之時間，並

提升推廣面向與效率。

 營養衛教影片製播流程與多元推廣

多樣化的衛教影片的傳播推廣包括：(1) 一般民眾：衛教影片分別上傳至健康電子報及

健康教育中心網站、本院 Facebook，提供民眾健康保健的資訊。(2) 病房：將衛教影片 QR 

code 提供給各病房，依病房性質將適當的影片 QR code 海報張貼於病房公布欄，病人及家

屬可自行利用行動裝置掃描 QR code，於病房觀看衛教影片，增加病人及家屬對治療飲食的

認知，同時減少醫護人員重複說明之時間。另外，住院病人資料袋內和本室供應病人餐之餐具

包使用說明書亦加印影片 QR code。(3) 門診區、病房陽光室、賣場：配合健康促進計畫，於

2017 年 8 月開始在院內公播頻道播放健康營養補給站相關主題衛教影片；並於適當場所張貼

衛教影片 QRcode 海報，以方便病人與家屬觀看營養衛教影片。營養室紙本飲食代換表手冊，

陸續於再版時加印相關主題之 QR code。(4) 員工：於全院性活動，如每年的員工健行活動設

置攤位宣導，提供營養健康資訊，活動現場製作大型 QR code 海報，員工可利用休息等候摸

彩時間觀看影片，同時提供網路有獎徵答。另於 2018 年下半年起之員工體檢，也針對體重過

重的三高危險群，於體檢報告加印相關衛教影片 QR code，提升員工健康識能。(5) 社區活動：

將 QR code 應用於衛教傳播道具的製作，如院慶活動時，提供印有 QR code 的衛教單張及扇

子，讓民眾返家後能隨時觀看衛教影片。(6) 校園健康飲食教育：「認識六大類食物」是團隊

製作的第一部影片，也是認識營養的出發點，以淺顯方式並製作各種食物貼圖錄製，且影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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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授權後印製發送各國中做為教材，落實學

生的健康守護。配合新版每日飲食指南，亦積

極與學校討論國中生健康與體育教材影片更

新。另外，2019 年 7 月，本院提供 4 支影片

DVD「認識六大類食物」、「懶懶做早餐－

早安燕麥罐」、「健康護眼料理」、「低油低

卡輕食沙拉罐」以供南一書局贈送學校老師做

為課堂輔助教材。

 健康教育中心營養補給站影片平台

 病房陽光室

 住院病人資料袋宣傳海報

 公播電視  賣場內／海報與公播頻道

 健病人及家屬可自行利用行動裝置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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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 年以「營養衛教影片製作及運用 QR code 創新多元推廣計畫」參與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舉辦之「健康醫院創意計畫選拔」，獲得優等獎，並於 2019 年得到國家品質標章

SNQ 品質認證，得到多方鼓勵與肯定。

( 五 ) 更新硬體設備提供友善療癒環境

1. 西址復健大樓增設折疊式照護床提供友善醫療環境設施

 西址復健大樓增設無障礙廁所裝設折疊式照護床

  以「營養衛教影片製作及運用 QR code 創新多元推廣計畫」參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舉辦之「健康醫院創意計畫
選拔」，獲得優等獎

 以「營養衛教影片創作與多元傳播推廣」獲得 2019 年 SNQ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進行部分復健療程的病人回診時有躺臥更換生理

用品的需求，為此病人家屬則利用公共座椅或廁間地

板更換生理用品，在缺乏妥善的照護設備之下無法完

全保障病人的隱私與尊嚴，亦造成家屬照護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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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依據病人家屬反應意見，經由總務室與復健部、工務室進行復健大樓現場會勘，共

同擬定於復健大樓 2 樓 210 室無障礙廁所裝設折疊式照護床，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進行烘手

機位置調整與門板異動工程，由總務室辦理折疊式照護床合約請購及後續清潔維護管理。新設

置的照護床高度恰當，能方便病人從輪椅移轉至床墊，且乘重達 150 公斤，不論病童、成人或

高齡病人均可使用，床旁兩側設有扶手及安全帶防止滾落，牆面軟墊設置避免頭部碰撞，床墊

下拉部分設有緩降裝置可安全的讓病人家屬妥善利用，提供更友善的醫療環境。

2. 加護病房設備及空間再進化 - 東址 4B 加護病房更新，醫療品質更臻完善 

本院加護病房（ICU）之空間有 18 間病室及 2 間負壓隔離病室，為使醫病動線分流設置

了 2 處出入口，護理站改採中央及分站式並行，走道內增置 2 道侷限火煙的防火門，遇災時能

延長待援時間，另規劃運動復健室，俾於病人早期下床活動時恢復身體操作之治療，且各室皆

設有全牆式氣體牆，予以最即時的支援。每間病室設有中央式 RO 水系統供給口，減少移動式

設備所佔病房面積，讓病房更寬敞。

  加護病房全牆式醫療氣體牆，設計諸多氣體出口、吸引瓶相關放置區、設備用之電源插座、網路出口及護理師呼叫
器、磁性白板、生命監視器軌道等設備

 加護病房入口，家屬洗手、戴口罩及穿隔離衣區  加護病房兩室入口中間設置護理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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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達最佳的空間潔淨度，採暗架無塵矽酸鈣天花板，全區地板採 PVC 無縫地毯及牆面

漆耐清洗防霉抗菌塗料，營造低菌之照護環境。由於下層為另一區加護病房，因而必須更加嚴

謹保護複雜又昂貴的管線與設備，在分區施工與鄰近醫療單位的相互配合後，4B ICU 得以嶄新

面貌服務病人。

3. 風華絕代之古蹟風貌再現 - 西址三東閣樓修復，住院環境再升級

本院西址舊館為市定古蹟，近年三東閣樓因漏水致屋架遭白蟻蛀蝕、木構架腐朽等生物性

劣化情況日趨嚴重而須修復。古蹟修復不同於一般工程，自外部屋面翻修至內部屋架修復皆須

經歷史資料考證。經過屋面修繕、文化瓦新鋪，解決漏水問題；木構架依劣化程度進行抽換或

保留檢修以保有歷史刻痕；牆面開裂處簡易修繕，避免持續開裂；既有貓道木板修復，維護人

員安全；設置白蟻餌站，減少蟲害機會。另病棟交接處恢復為銅皮、老虎窗採用檜木門，在在

重現西址當年風采。修復後不僅大幅提升空間使用之安全性，閣樓更因此重現古蹟風貌。

  三東建築於日治時期建造完成，原屋瓦破損不堪，已
無法有效禦水

  依據歷史考證，屋頂重新舖設文化瓦、病棟交接處恢
復銅皮、老虎窗裝設檜木門

 閣樓內貓道木板、木構架恢復原始樣貌  俯瞰三東閣樓，古蹟風貌一覽無遺



臨
床
服
務

C
linical S

ervices

72

2019

3. 一般同意書暨健保雲端資料下載同意書電子化

為協助推動一般同意書暨健保雲端資料下載同意書電子化專案，兒醫櫃檯尖峰時間由專責

同仁於病友資訊站協助病人簽署，離峰時間由櫃檯同仁協助臨櫃病人以平板簽署，增加電子簽

署比例。

( 二 ) 兒童衛教資訊的傳播與推廣

為了讓兒童及家長們獲取最新的衛教資訊，減輕對疾病及照護上的不安與焦慮，2019 年持

續進行「兒童衛教資訊的傳播與推廣」，並透過下列活動達到推廣正確衛教資訊的目標：

四、兒醫服務
( 一 ) 兒醫創新服務

1. 十三樓遊戲室「感動共和國」裝設互動式投影機

為強化遊戲室之功能，提供住院病童適宜的遊樂場

所，評估考量各種遊戲室改善方案，如裝設壁掛式遊

具、軟墊式遊具及互動式投影機等，考量感染控制並與

相關單位討論，於 2019 年 11 月於兒醫 13 樓遊戲室

「感動共和國」裝設互動式投影機，經費係由財團法人

臺大兒童健康基金會捐贈，以提供住院病童自由創作之

場所，轉移病童焦慮不安的心情。

2. 早上 5:40 開放前 15 號病人填寫欲掛醫師姓名，以供病人參考自己的序位

為體恤掛號病人早起排隊的辛勞，參考病人建言，自 2019 年 11 月 28 日起，每天早上 5:40

於兒醫櫃檯取號機旁設置活動式佈告欄，請前 15 號病人依號碼牌順序填寫欲掛醫師姓名，供

民眾參考自己的序位。

 上午 5:40 取號後開放前 15 名病人填寫欲掛醫師姓名  病友資訊簽署站

 「感動共和國」遊戲室裝設互動式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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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電子報兒童專欄

健康電子報兒童專欄每月刊登 2 篇兒童健康與親職教養等相關議題的衛教文章，並彙整放

置於「兒童版網站」－「健康資訊館」－「健康電子報兒童專欄」，方便家長瀏覽所需之衛教

資訊。

2. 兒少健康講座及親子共讀推廣活動

家庭資源中心每月辦理一場健康講座或親子共讀推廣活動，講座的主題為家長所關心的兒

少身心健康發展與親職教養等相關議題。透過講座可讓家長瞭解疾病成因及生活環境應注意的

事項，現場也可逕向醫療專業人員諮詢，對於提升家庭健康照護知能，落實家庭成員預防保健

與健康促進有相當大的助益。另製作經醫療人員授權錄製的講座影音檔或衛教文章，上傳至本

院官網及兒童醫院兒童版網站，俾利讓更多家長獲取正確的健康資訊。此外，親子共讀推廣活

動，則是希望藉由優良繪本的分享及創意的親子活動，讓孩子愛上閱讀；在溫馨的共讀活動中，

親子一同探索多彩多姿的世界，搭起世代之間情感交流的橋樑。

 健康電子報兒童專欄文章刊登於兒童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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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兒童健康新樂園─辦理病童友善關懷活動

為營造友善的醫療環境，降低兒童來院緊張焦慮的心情，本院與公益團體合作辦理節慶及

平日病童關懷活動。回顧 2019 年舉辦的精彩活動內容：

1. 節慶關懷活動

本院特於兒童節、母親節及聖誕節等節日舉辦慶祝活動，打造節慶歡樂的氛圍，希望能帶

給病童歡樂，並減輕病童就醫的緊張與焦慮。2019 年於兒童節規劃「Q 比兒童嘉年華」慶祝

活動，於母親節規劃「獻愛母親暖馨情」慶祝活動，以及在聖誕節規劃「兒醫歡樂聖誕祭」等

慶祝活動，感謝來自各界公益慈善團體的愛心與支持，包括第一銀行、國父紀念館、微風慈善

基金會、臺北市 131FUN 心玩親子館、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臺大醫學校區藝術季籌辦

單位、臺大杏林管弦樂團、臺大童癌童語服務社、杏林合唱團、Adidas、唐氏症基金會、文化

大學數位媒體學程、紅鼻子醫生、如果兒童劇團、杏一商場、臺北市守護天使藝術發展協會及

臺大醫學院學生服務團等單位，為病童帶來精采的演出內容，包括畫展、說故事、音樂表演、

合唱表演、戲劇表演、手作活動、門診與病房報佳音等活動，本院暨兒童醫院的長官們也特別

準備精美的禮物贈送給現場的大、小朋友，讓大小朋友暫時忘卻身上的病痛，開開心心接受專

業的醫療！

 兒童節系列關懷活動

 兒童健康講座  兒童閱讀推廣（繪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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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贈花關懷活動

 聖誕節系列關懷活動

 兒童節系列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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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日關懷活動

除節慶關懷活動外，兒醫大樓平日於 1 樓大廳亦有音樂志工、造型氣球志工帶來的關懷活

動，說故事志工則經常於門診候診區及病房為病童們說故事，小丑醫師（Clown Doctors）則

每週到兒癌病房進行 2 場次的關懷演出，讓病童平日到兒醫大樓就醫，也能處處感受到驚喜，

忘卻身體的病痛與不適！

3. 別具創意的關懷活動

(1) 2019 臺大兒童醫院紅鼻子醫生歡樂門診

信義公益基金會自 2016 年 7 月開始贊助紅鼻子醫生

計畫，持續支持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定期在臺大兒童醫

院病房演出，將溫暖散播給住院病童、家屬及醫護人員。

為慶祝父親節，在 2019 年 8 月 8 日特別將小丑醫生的表

演搬到大廳，開設「2019 臺大兒童醫院紅鼻子醫生歡樂

門診」，讓門診病童與家長也能認識小丑醫生，藉由小丑

醫師幽默逗趣的表演，帶給病童們不同的、充滿歡笑的就

醫經驗。

 兒童節禮物（木質拼圖）  聖誕節禮物（太空人 USB 小夜燈） 

 門診候診區說故事活動  如果劇團上天下海說故事  氣球志工關懷活動

 小丑醫生開設「歡樂特別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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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聖節變裝秀

2019 年萬聖節，變裝秀團體如送養者聯盟、501st TAIWAN、星際義工隊等循往例到

兒醫大樓的病房與大廳舉辦萬聖節變裝派對秀，有各種角色如蝙蝠俠、帝國風暴兵、達斯．

維達、安娜、皮卡丘與哈利波特等，在兒醫大樓現身，讓病童與工作同仁驚呼連連，開心的

與各種角色人物合照，也因為這些變裝角色太受歡迎，每到了萬聖節，變成是病童與工作同

仁最引頸期盼的活動 !

 萬聖節變裝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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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心魂（COCORODAMA） 【以下簡稱 NPO 心魂】於兒童醫院

病房辦理「音樂舞蹈表演」

日本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心魂（COCORODAMA）是由日本最大的劇團「劇團四季」

中飾演「獅子王」、「貓」等著名劇目主角之音樂劇演員共同組合而成，以義演的方式到

醫院或受災地，將專業的表演（歌唱舞蹈、自創音樂劇等）活動呈現給生病的孩童及其家

屬，希望為他們帶來「開心」、「期待」與「感動」的心情。NPO 心魂於 11 月 1 日至兒

醫 5PE、12PE、12PW、13PE 和 13PW 等病房為住院病童以遊行的方式進行音樂舞蹈表演，

雖然彼此有語言上的隔閡，但透過音樂與舞蹈的交流，讓彼此都感受到身心靈上的饗宴，

撫慰了住院病童及家屬疲憊的心靈，也很感謝 NPO 心魂無國界的愛心與無私的付出。

 NPO 心魂在病房的演出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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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貢 獻

本院為臺灣大學醫學院之附設教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在教學上最為重要的任務是

提供本校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藥學專業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及其他學院（理學院、社會科學

院等）學生畢業前之臨床實習課程，並訓練本院之醫師及醫事人員。身為國家級教學醫院，本院

的教學資源除了提供給臺灣大學學生及本院人員外，也提供給國內其他學校及醫療院所，代為訓

練其學生、醫師與醫事人員，善盡社會責任。

一、紮實到位的學生畢業前臨床實習

( 一 ) 實習醫學生及實習醫師（Clerkship training ＆ Internship training）
2019 年共有 363 人在本院臨床實習（本校醫六 132 名、醫五 144 名、醫七 15 名、牙五 31

名、牙六 41 名）。

1. 持續辦理醫五實習前「醫學臨床技能之理論與實務 ｣ 必修課程

為保障病人安全，本院一直以來對於醫學系實習醫學生，規劃一系列技能訓練課程，2017

年為因應首批新制醫學系醫學生進入臨床實習，特整合七年制醫五技能課程及醫六技能補強課

程，開設「醫學臨床技能之理論與實務 ｣ 一學分必修課程，擇取臨床常用之基本技能—靜脈留

置導管（IV）、男病人導尿管置放（Foley）、抽血、血液培養、心電圖（EKG）、防護用具、

刷手舖單、縫合綁線、傷口換藥、氣管插管、肌肉與皮下注射、動脈採血等，安排資深住院醫

師及護理師，使用訓練模具進行教學，學生需經測驗及格，方能進入臨床實習以落實教學與臨

床實務之銜接；2019 年課程整體滿意度達 8.91 分（滿分 10 分）。

 醫學系五年級學生於進入臨床實習前接受基本技能訓練
＿ Foley

 醫學系五年級學生於進入臨床實習前接受基本技能訓
練＿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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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圓滿完成實習醫師畢業前臨床技能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配合醫學系制度調整，本院於 2019 年 3 月至 5 月辦理七年制及六年制二批醫學系畢業生

共計 22 梯次之測驗，動員 288 人次考官，完成 252 名實習醫師之測驗（七年制：141 人、六

年制：111 人）；測驗期間訪視委員蒞院，對本院試務安排給予正面肯定。

2. 規劃開辦醫五升醫六宣誓典禮暨課前訓練

為配合新制醫學生訓練制度，逐步實行

primary care 制度，本院自 2018 年起於醫六

實習首日辦理醫六宣誓活動，並於實習前安排

實習較常執行之臨床技能教學（抽血—含真

空採血器使用、ABG 及安全針具使用）及臨

床技能檢測（Foley、IV）；2019 年增列講堂

授課，介紹實習期間須注意之相關議題及畢業

前一般醫學訓練基本課程（病歷寫作、醫療法

律、感染管制、用藥安全）之前導性講題。

 2019 年醫六臨床技能教學－抽血、ABG 及安全針具使用

 2019 年醫六宣誓典禮暨課前訓練

 2019 年醫六實習醫學生與師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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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益求精的畢業後臨床訓練

( 一 ) 西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ostgraduate Year, PGY)
為了避免醫學畢業生太早進入專業化醫學訓練，政府於 2003 年 SARS 風暴後，規劃及推動

「全人醫療」訓練，即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 訓練），最初為 3 個月的訓練，2006 年擴為

6 個月，2011 年改為一年期訓練；又為因應醫學系學制變革，自 2019 年延長為兩年，第一年為

一般醫學訓練，第二年訓練則分為不分組訓練以及與內、外、婦及兒專科訓練接軌的分組訓練。

1. 肩負臺灣醫學教育與訓練之重責

本院同時執行一年期 PGY 與二年期第一年期 PGY1 二類訓練計畫，一年期 PGY 訓練計畫又

分為不分組及試辦分組（內科組、外科組、兒科組與婦產科組）等 5 類訓練課程；二年期第一年

PGY1 訓練則不分科別，同時執行 6 類不同訓練課程。自 2012 年起，迄今訓練人數累計達 1,226

人，居全國之冠。

( 二 ) 其他醫事相關學系（所）學生臨床實習
本院每年接受各大專院校薦送醫事學生來院實習，包括藥事、醫事放射、醫事檢驗、護理、

營養、呼吸治療、聽力、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臨床心理、語言治療、社工、醫管、公衛、醫工、

分醫、睡眠、放射物理等領域學生，2018 學年度（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共服務 1,625

人次。

 2019 年醫學 OSCE 測驗，臺灣醫學教育學會訪視委員等代表蒞院指導

 2019 年 1 月 23 日 各校醫事放射學生實習業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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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2019 年起同步執行一年期與二年期第一年二類訓練計畫，課程內容新增社區兒科、社

區婦產科以及老年醫學科等訓練，且增加選修科選修月數，急診醫學科評核方式則新增 4 個 EPA

評估等，使訓練排程規劃與準備作業更為繁複費時，本院透過完整地規劃與設計，並輔以 PGY 電

子護照 E-portfolio 系統協助，各科部終能順利執行各項訓練課程。

2. 縝密規劃且妥善執行不分科住院醫師訓練甄試

2019 年本院獲分配訓練容額分別為一年期 166 名，二年期 107 名，並安排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與 2019 年 3 月 16 日分別辦理一年期與二年期 PGY 甄試，共有 884 名考生報名應試，

合計動員 121 名主治醫師擔任考官，順利完成兩場甄試作業；本院一年期與二年期 PGY 容額均

100% 選配成功，一年期招募之 166 名 PGY 佔全國總訓練人數 11.1%，另二年期 107 名 PGY1

則佔全國總訓練人數 10.8%。

 2019 年一年期 PGY 甄試順利完成，全體考官合影

 2019 年二年期 PGY 甄試順利完成，全體考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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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床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為提升教學品質及落實評鑑無紙化，本院自 2017 年開始推動臨床教育訓練管理系統（E-

portfolio），計畫為期三年，第一期建置西醫 PGY 系統，第二期建置西醫 UGY、牙醫 PGY 及醫

事職類 PGY 系統，2019 年度為第三期係建置住院醫師、牙醫 UGY 及醫事職類 UGY 系統，已於

2019 年 8 月完成全系統上線，未來將規劃推廣至分院使用。

第三期計畫延用前期架構，依各科部及各職類訓練需求進行系統功能建置，特色內容除整合

各類計畫表單外，住院醫師系統開發 portal 介接功能，醫事實習學生系統則整合人事資料介接及

TMS 訓練時數，並新增請假單功能。本系統將持續依各科部使用狀況進行優化，使臨床使用上更

加完善。

四、臨床技能訓練的再強化

為提升臨床醫療品質，本院設有臨床技能中心及微創手術訓練中心，辦理各種臨床技能訓練

課程，包括：基本臨床技能訓練、氣道處理課程（初階、進階與小兒）、各種急救訓練課程（ACLS、

PALS、NRP、ALS）、急重症訓練、高擬真情境模擬課程（SimMan）、醫病關係與溝通技巧課

程、基本手術技能及無菌技術訓練、基礎外傷處置技能訓練、各種微創及顯微手術訓練等。2019

年重點課程如下：

( 二 ) 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2019 年共 58 位牙醫師於本院接受牙科 PGY 訓練。

( 三 ) 專科及次專科醫師訓練
2019 年本院共培訓專科及次專科醫師 376 人，其中 347 人為各合作醫療院所委託代訓，委

託機構共 35 家。

( 四 ) 醫事人員畢業後二年期訓練 
依衛生福利部規定，領證四年內之醫事人員

需接受二年期畢業後訓練，2019 年本院共執行

11 個職類之訓練計畫，包括護理師、藥師、醫

事放射師、醫事檢驗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臨床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語言治

療師及聽力師等；2019 年總計訓練 814 人。

 新進護理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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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全面推廣高品質模擬訓練
為提供精緻及客製化的情境模擬訓練，持續推廣 SimMan 3G 高擬真情境模擬課程，統計

2019 年共計 967 人次參訓。尤其根據各單位需求推動客製化之教案設計及 in-situ 實境情境模擬

訓練課程，2019 年度新增於 15AB 內科病房、兒醫 12PW 小兒內科病房進行實地情境模擬；外

科 8CD 病房針對全病房同仁進行新訓（新進人員）或複訓，學員反應學習成效良好。

輔導科部組隊參與「2019 國家醫療品質獎

擬真情境類」競賽，成效卓越，獲得新人組冠軍

及急重症照護組銅獎殊榮：本院提供訓練環境、

高擬真的訓練設備及訓練師資，輔導外科 6B 病

房及急診部二單位組競賽團隊，2019 年 7 至 10

月間由教學部提供高擬真模擬假人進行實境模擬

訓練及回饋討論、建議，兩競賽團隊在正式競賽

中表現優異，分別獲得新人組金獎（冠軍）及急

重症照護組銅獎殊榮，為本院增光！ 

持續性提供高品質模擬訓練服務：除開發各種常態性技能訓練課程，在服務品質上亦持續

追求卓越，以臨床技能中心辦理之氣道處理課程為例，2019 年度平均滿意度高達 9.54（滿分

10）。此外，積極推廣標準化病人在各職類之臨床醫學教育的評估與訓練，各科部對標準化病人

表現之滿意度高達 9.34（滿分 10）。

 2019 年 10 月 15 日兒醫 12PW 病房情境模擬訓練

 2019 國家醫療品質獎擬真情境類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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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外科系醫師手術技能，本院 2019 年辦理一系列手術技能訓練相關之研習營，如：進

階腹腔鏡動物實驗手術研習、縫合技巧研習、鼻竇研習會、頭頸腫瘤手術訓練、Temporal Bone 

Course 研習營、手術基本技術研習營、住院醫師顯微手術訓練－血管吻合研習等，經由實際操作

練習及老師指導，使學員對手術技能更為熟悉，進而增進病人安全。

( 二 ) 提升手術技能於微創手術訓練中心
為提升不分科住院醫師（PGY）超音波操作技巧，本院於 2019 年 12 月底辦理「急診基礎超

音波課程」，藉教導學員急診超音波操作基本技巧，學會如何找心臟四個基本切面丶肺臟丶血管

和外傷病人重點腹部超音波影像（FAST）及利用超音波評估 AAA&DVT，藉由本課程增加 PGY

學員急診超音波實際操作經驗，期能於緊急危險病況及時救助病人，提昇醫療照護品質，增進病

人安全。

 急診基礎超音波課程

 腹腔鏡動物實驗手術研習營  耳鼻喉部住院醫師 Temporal Bone Course 研習營 

 神經外科住院醫師頭顱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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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方位的生命末期緩和醫療訓練

為加強住院醫師對於安寧療護的知能，本院開辦住院醫師安寧緩和醫療訓練，分為基礎及進

階兩種課程，列為第 2 年以上住院醫師之必修課程，並自 2019 年 6 月開放不分科住院醫師選修。

因應新制「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頒布，本院調整課程內容為全方位的安寧緩和相關訓練課

程，並逐步擴大訓練對象，2019 年參與生命末期關懷課程人數如下：醫師、醫事及相關行政工作

人員 5,885 人次、實習醫師及實習醫學生 363 人次、醫事實習學生 1,625 人次。

 醫學院學生顯微手術訓練營

 心臟瓣膜縫合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無創血管擷取示範教學

 肩關節大體課程

另為提升醫學技能交流，各科部與學會或相關單位合辦研習活動，如：基礎內視鏡模擬訓練

課程、奈米刀（IRE）動物實驗訓練、甲狀腺腫瘤消融培訓會、心臟瓣膜縫合研習營、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微創血管擷取示範教學、醫學院學生顯微手術訓練營、肩關節大體課程等，提供全國主治

醫師、住院醫師及醫學生參加研習，精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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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的師資培育

因應教學需要，本院教學部教師培育中心每年針對需求，規劃不同訓練主題，並辦理相當豐

富之師資培育課程。2019 年本院共辦理實體課程 36 場次，訓練 1,507 人次，整體滿意度達 9.41

分；其中本院依需求辦理系列課程「創意式臨床教學三部曲：讓學生靠過來～談師生溝通」，系

統性地培育師資；另開辦「醫學教育微翻轉遊戲化」及「勝任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

作坊」，提供創新教學方法及思維，提升教學品質。此外，亦開辦「如何建置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及「醫學教育之轉譯醫學」，提供本院各科部教師教學歷程記錄建議及教學相關議題分享，達到

學以致用的效果。

  2019 年 11 月 2 日 住院醫師全方位安寧緩和醫療訓練
講堂上課情形

 創意式臨床教學三部曲：讓學生靠過來～談師生溝通

  2019 年 11 月 2 日 住院醫師全方位安寧緩和醫療訓練
小組討論情形 

 醫學教育微翻轉遊戲化

 勝任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作坊  醫學教育之轉譯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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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種獎項選拔榮譽多

為激勵優秀的教學人員，本院訂有「教學特殊優異獎勵辦法」，每年定期辦理「教學優異獎」

及「教材著作獎」選拔活動，且為符合實際作業需求，每年就申請人員資格、獎勵名額及審查分

類等項目進行檢討及修正，以鼓勵更多熱心教學的優良教師及激發其投入教學活動的動機；另具

教職身分的同仁亦可獲選為臺灣大學及醫學院優良教師。2019 年度教學特殊優異獎獲獎情形如下：

( 一 ) 本院「教學優異獎」：共 20 人獲獎

獎項類別 科部 得獎者

傑出獎 從缺

優良獎 主治醫師類

小兒部 陳倩儀

外科部 郭夢菲

復健部 謝正宜

內科部 曾芬郁

外科部 林本仁

內科部 張博淵

急診部 曾文斌

影醫部 彭信逢

內科部 李百卿

病理部 鄭永銘

外科部 陳炯年

獎項類別 科部 得獎者

優良獎 其他 
醫事人員類

護理部 高秀娥

藥劑部 戴志勳

護理部 黃小倩

檢醫部 鄭進裕

復健部 嚴筱晴

護理部 黃心慈

護理部 李鴻春

護理部 林心怡

復健部 李明純

 教學優異獎（主治醫師類）

 教學優異獎（其他醫事人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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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本院「教材著作獎」：共 12 件獲獎

類別 申請人 著作名稱 著作類別 獎別

醫療專業

王亭貴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Part Ⅱ：Essential 
Pathologies 團體 優良獎

張慈惠
陳世英
謝佩穎

臺大醫院專科護理師教戰手冊 ~ 預立特定醫療流程暨業務範疇 團體 優良獎

蔡佳璋 新編實用血液淨化手冊 團體 優良獎

楊榮森 Fracture Liaison Service in Taiwan 團體 優良獎

楊渝惠 線上情境模擬互動教學之連續性腎臟替代療法警報處理照護 個人 優良獎

醫療一般

黃正雅
湯佩芳 物理治療師教你：巴金森氏症病人的運動 團體 優良獎

梁蕙雯 腦中風復健的實用指南 團體 優良獎

姜至剛 毒道之處－低蛋白飲食全攻略：慢性腎臟病週間飲食，這樣吃就
對了 ! 團體 優良獎

謝松洲 從紅斑性狼瘡看免疫風溼 個人 優良獎

黃國晉 帶著口袋醫師去旅行 2.0 －旅遊醫學小錦囊 團體 優良獎

蔡兆勳 來往新南向我的健康行囊 團體 優良獎

其他 梁靜媛 臺大醫療體系採購評選作業手冊 團體 優良獎

 教材著作獎 (醫療專業類 )  教材著作獎 (其他類 )

 教材著作獎 (醫療一般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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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內科部 楊鎧鍵 助理教授

精神醫學部 廖士程 副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復健部 王亭貴 教授

檢驗醫學部 吳瑞菁 助理教授

( 三 ) 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

1. 專任教師「教學傑出」獎：4 人

2. 專任教師「教學優良」獎：29 人

單位 姓名 職稱

病理部 張逸良 教授

外科部 蔡孟昆 教授

精神醫學部 黃宗正 副教授

牙科部 章浩宏 副教授

內科部 蔡丰喬 助理教授

教學部 蔡詩力 助理教授

影像醫學部 曾文毅 教授

教學部 陳彥元 教授

家庭醫學部 蔡兆勳 副教授

腫瘤醫學部 許駿 教授

外科部 許文明 教授

內科部 周祖述 教授

外科部 何明志 副教授

外科部 林本仁 副教授

復健部 張權維 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內科部 吳明賢 教授

小兒部 曹伯年 教授

內科部 蔡佳醍 教授

檢驗醫學部 鄭祖耀 助理教授

小兒部 李秉穎 副教授

內科部 張上淳 教授

藥劑部 林芳如 助理教授

物理治療中心 李亞芸 助理教授

護理部 楊曉玲 助理教授

護理部 黃小玲 副教授

藥劑部 郭錦樺 教授

護理部 高碧霞 副教授

牙科部 張百恩 助理教授

牙科部 陳漪紋 副教授

3. 臨床教師「教學優良」獎：8 人

單位 姓名 職稱

外科部 林孟暐 助理教授

復健部 蕭名彥 講師

耳鼻喉部 吳振吉 副教授

眼科部 朱筱桑 講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小兒部 呂俊毅 助理教授

外科部  陳坤源 助理教授

外科部  王國川 助理教授

藥劑部 黃織芬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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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創新的員工線上學習系統

本院教育訓練管理系統（Training Manage-

ment System, TMS）為滿足全院醫療的特殊工作

環境（全天三班制全年無休）及專業分工細緻的多

元職類（醫師、護理、藥事、檢驗、營養、放射、

臨心、職治、語治、物治、聽力等）、醫療支援（行

政、資訊、工程、社工、研究助理、志工、外包）

等各類院內工作人員需求，提供不分時、地且功能

齊全的線上課程學習環境，系統歷經不斷強化，已可透過不同作業系統（PC Windows、Apple 

MAC）或瀏覽器（IE、Chrome）及不同裝置（Android、iPhone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進行線上

學習，且已具備完整的訓練架構，如課程內容管理、學員管理、系統權限管理及各項查詢報表等，

管理者可隨時掌握每位同仁的學習狀態，即時稽催。由於本系統功能齊全使用便捷，課程種類及

資訊多元，總院與北護、金山、新竹、竹東、生醫園區分院、雲林虎尾、斗六各院區，均能彼此

互選課程與分享課程，獲得醫療體系同仁相當高的評價。

統計 2019 年系統使用量，面授課程、線上課程數分別有 4,566 及 1,703 堂課（小時），報

名上課學員 308,101 人次小時，通過認證時數達 246,849 人次小時。近三年來每年通過認證約

25 萬人次小時，累計已超過 178 萬人次小時，系統使用滿意度調查結果平均高達九成以上表示

滿意，顯示系統使用者及科部管理者對本系統均給予高度肯定。

年度 面授課程數 線上課程數 外訓課程數 課程總數 學員總數 通過總數

2017 4,117 1,470 199 5,786 291,510 245,991

2018 4,322 1,711 72 6,105 319,541 266,320

2019 4,566 1,703 29 6,298 308,101 246,849

總計 13,005 4,884 300 18,189 919,152 759,160

近三年本院教育訓練管理系統平台（TMS）使用量

 教育訓練管理系統使用畫面

 近年教育訓練管理系統（TMS）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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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客製化創新影音製作

為創造新視覺效果，本院使用新穎技術，以故事情節及情境模擬方式呈現影片，在原有空間

與人力下，將拍照室內牆改漆綠色，利用綠幕背景、虛擬攝影棚嵌入電腦虛擬場景技術，以特寫、

中景、遠景手法，搭配不同場景攝影棚主題，增強視覺效果；錄影現場並採多部攝影機（EFP）

即時同步連線作業，透過 iVGA 連線電腦，使教學影片之品質達到 Full HD 數位化，創造多角度

視覺特效。

除一般照片拍攝、平面設計、海報印製輸出外，2019 年本院影音製作重點分別有提供醫師向

病人說明解釋病情所需之決策輔助工具（SDM）相關教材及教具（平面設計製作量 3 件、海報輸

出 204 件、影片製作 4 件）、一般性及衛教相關宣導影片之製播（臺大醫療體系星月計畫宣導影

片、新南向政策微電影等，影片錄製及剪輯後製作 1,342 小時，平均每月達 112 小時）、與家庭

醫學部、婦產部等跨科部合作，拍攝相關單元衛教宣導影片，提供門診等候區播放，增進病友衛

教資訊等。

 各式主題衛教影片

 臺大醫療體系星月計畫宣導影片

 新南向政策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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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9 年本院營養室製作之客製化企劃性影片「健康營養補給站」置放於網路，單一

影片最高點閱率超過 38 萬次紀錄，並分別獲 108 年臺北巿營養師公會「老寶貝－好嚼好吞飲食－

主題套餐設計大賞」金獎及 SNQ 國家品質標章證書「營養衛教影片創作與多元傳播推廣」殊榮。

 臺北市營養師公會 - 主題套餐設計大賞金獎影片
吞嚥困難軟質風味套餐

 客製化企劃性影片 - 健康營養補給站

 榮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證書 - 營養衛教影片創作與多元傳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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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主管成長營一級主管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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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資 源

本院人力資源管理及開發策略，除配合國家醫療政策，積極延攬優秀人才外，並以達成本院

願景及使命為目標。2019 年持續精進人力資源管理，辦理各項學習活動，增進同仁新知與工作技

能，訂定激勵措施，鼓勵員工發揮所長，不斷創新突破，輔以員工關懷活動及增進員工福利措施，

凝聚員工向心力，吸引及留任優秀人才，達成永續經營且基業長青之目標。

一、人力結構分析及人事重大政策推動

（一）人力結構分析
配合國家政策，本院陸續接管五家醫院改制為分院，且新成立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業於 2019

年 12 月 16 日開幕營運，考量院務日漸蓬勃及各部室業務日趨繁重，於兼顧業務發展與員額管控

下，經本院人力資源整合委員會審核後進用適當人力，落實推動各項業務。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院員工數為 7,129 人，其中護理人員占最大比率（43.0%）、醫師次之（19.6%）。在年

齡分佈上，本院 39 歲以下人力最多（占 61.9%），顯見本院既具百年傳承，亦是充滿活力及創

意之醫院。

本院為大學教學醫院，教師素質及數量與教學、研究能力息息相關，2019 年本院具教育

部核定教師資格之本校醫學院教職兼主治醫師（含臨床教職）者計 429 人，占全部主治醫師之

59.2%，其中教授占 37.8%、副教授占 20.7%。

 年齡分布圖 人力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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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醫師兼具教師資格人數統計表

職　稱 人　數 比　例

教　　授 162 37.8%

副  教  授 89 20.7%

助理教授 133 31.0%

講　　師 45 10.5%

合　　計 429 100%

為活絡組織行政管理機能，本院每年均進行主管輪調或擢升，2019 年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之

異動如下：

日期 單位 職務異動

1 月 11 日 人事室 陳慧芬代理主任卸任，鄭夙珍主任接任

2 月 1 日 院長室 何弘能院長卸任，陳石池副院長代理

4 月 22 日 人事室 鄭夙珍主任卸任，葉碧雲組長代理

7 月 1 日 人事室 葉碧雲代理主任卸任，任明坤主任接任

7 月 10 日 圖書室 周利玲主任卸任，梁君卿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院長室 陳石池院長接任

8 月 1 日 院長室 陳石池副院長卸任，吳明賢副院長接任

8 月 1 日 院長室 孫瑞昇副院長卸任，賴逸儒副院長接任

8 月 1 日 院長室 賴飛羆醫務秘書卸任，陳信希醫務秘書接任

8 月 1 日 內科部 吳明賢主任卸任，何奕倫副主任代理

8 月 1 日 眼科部 楊中美主任卸任，王一中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皮膚部 王莉芳主任卸任，蔡呈芳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麻醉部 鄭雅蓉主任卸任，王明鉅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藥劑部 黃織芬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綜合診療部 袁瑞晃主任卸任，婁培人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醫學研究部 陳建煒主任卸任，楊偉勛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急診醫學部 方震中主任卸任，黃建華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肝炎研究中心 倪衍玄主任卸任，劉俊人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品質管理中心 孫瑞昇主任卸任，陳世英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企劃管理部 江伯倫主任卸任，王亭貴主任接任

8 月 1 日 資訊室 張智星主任卸任，周承復主任接任

9 月 18 日 門診部 賴逸儒主任卸任，虞希禹主任接任



人
力
資
源

H
um

an R
esources

98

2019

（二）人事重大政策推動
1. 規劃住院醫師出勤管理制度

配合 2019 年 9 月 1 日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衡酌本院住院醫師工作型態，制定約聘住院

醫師及適用勞基法住院醫師各項假別規則、置備出勤紀錄、下班時間限制及加（值）班申請等

管理制度，並依法檢討修訂本院「加班、值班及夜班費管制要點」、「住院醫師（代訓醫師）

值班費請領要點」。

2. 改善住院醫師工作條件

配合 2019 年 9 月 1 日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修訂本院「住院醫師遴聘及管理作業要點」

及「院聘不分科住院醫師遴聘及管理要點」，並考量本院住院醫師（約聘、院聘）人員類別不

同適用法規相異，將原住院醫師契約書更名為「約聘住院醫師及院聘住院醫師（已達專科醫師

訓練年限）契約書」，另增訂「院聘住院醫師（專科醫師訓練期間）契約書」。

3. 認列公職護理人員危勞職務範圍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開本院公職護理人員危勞認定討論會，並彙整總分院意見，研議總分

院公職護士、護理師危勞生效日訂為 2021 年，危勞職務範圍採一致性認列為原則，並於 6 月

10 日發函教育部申請本院及所屬各分院公職護士、護理師危勞職務認列事宜，續於 12 月 11

日參加教育部召開之所屬醫療機構討論會議。

( 三 ) 人事業務 E 化
1. 建置兼任主治醫師異動申請表

為有效運用人事系統資料及簡化本院兼任主治醫師聘兼作業流程，規劃於 Workflow 線上

表單系統建置「兼任主治醫師異動申請表」，並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版。

2. 建置癌醫中心醫院兼任主治醫師支酬系統

依本院與癌醫中心醫院醫療合作契約書規定，研討兩院醫師相互支援之支酬作業，並考量

兩院兼任主治醫師應診費支酬標準、經費來源及支援天數與現行本院兼任主治醫師規定不同，

研議以工作編號區別身分，並於 2019 年 7 月 13 日完成系統功能正式上版。

3. 擴充住院醫師排班系統功能

配合 2019 年 9 月 1 日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提升現有醫師排班系統之工時檢核規則、擴

充新增出勤紀錄功能，並針對延長工時建置自主學習或加班申請確認功能，同時強化工時統計

項目，以監測住院醫師各項工時指標。另將住院醫師加班資料由排班系統自動介接至差勤系統

及薪津系統，以計算核發加班費，簡化作業流程並提升正確性。

4. 改善差勤簽核流程

考量本院同仁公（差）假、公傷假及延長病假簽核流程與差勤系統審核流程多有重複，自

2019 年 10 月 24 日起簡化其申請流程，大幅降低各級主管重複簽核約 2,000 筆假單及審核時

間，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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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人力資源檢討
1. 院聘人員薪資制度檢討

2019 年調整工務（副）技術師、資訊（副）工程師及醫學物理師變動職務津貼及副資訊

工程師、初級資訊工程師職務津貼上限，並核發證照津貼共 4 單位 10 名同仁，另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配合 108 學年度二年期 PGY 制度，調整各級住院醫師與不分科住院醫師基本獎勵金。

2. 住院醫師薪資制度檢討

依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告之「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評估本院住院醫師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納入勞基法後薪資與加值班費等人事成本增加情形，並依本院住院醫師

類別不同，調整相關費用；另積極參與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召開之座談會，以降低法令變更

之衝擊，保障本院同仁相關權益。

二、創新教育訓練體系運作，強化人才競爭優勢

（一）整合各類人員訓練需求，持續精進創新
為持續強化人才競爭之優勢，本院整合院層級策略目標、政府政策、法規要求及醫院評鑑之

規範，據以建置員工教育訓練架構，並辦理各類教育訓練，以應各項人才培育與發展，持續精進

醫療臨床業務所需之專業。

為使各類教育訓練更貼近同仁實際需求，於訓練活動舉辦前均詳盡規劃，並於課程後針對執

行之過程進行檢討，務使訓練活動不斷精進創新，2019 年具體執行績效如下：

1. 為使新進人員更快融入工作環境、適應本院工作文化，新進人員到職 3 個月內均須參與新進人

員教育訓練實體課程。

2. 規劃院層級全院基本必修課程 8 大類一般通識教育訓練，並落實政府政策性訓練要求及本院幸

福職場專案，辦理一系列包含環境教育、性別主流化、勞動法令、健康紓壓等訓練共計 11 場次，

全院參訓共計 1,163 人次，統計課程整體滿意度達 92.83 分，訓練課程內容與方式獲同仁肯定。

3. 辦理 3 場次幸福專案主題課程，內容涵蓋環保手作、健康紓壓及員工關懷，生活化課程內容及

互動授課方式廣受同仁歡迎，有助提升工作情緒。

 「環保杯套手作 DIY」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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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發創新思維訓練，提升職場領導力
本院積極投入資源培育中高階管理人才，並配合政府中高階管理人才發展計畫，主動推薦優

秀主管參與，同時積極規劃辦理中階主管管理躍升訓練，2019 年相關執行績效如下：

1. 中階主管管理核心能力躍升訓練營

2019 年 9 月 27 日及 28 日於「礁溪兆品酒店」辦理本院二級主管（含中階人員）2 天 1

夜之共識營性質活動，本次活動重點為「團隊合作與經營管理」能力之強化，並邀請陳石池院

長蒞臨演講，期勉二級主管發揮創意與影響力，以及聆聽主管心聲。

2. 一級主管成長營

本院每年舉辦 2 次臺大醫院醫療體系一級主管成長營，主軸為凝聚臺大醫院醫療體系之向

心力，促進總分院溝通交流與學習成長。2019 年分別於 4 月及 10 月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

義院長主講「學思路程：回顧與分享」及正修科技大學周燦德教授主講「觀念領導，創新變革－

主管的角色職能認知」2 場專題演講，並安排體系溝通交流時間，總分院主管就所屬業務進行

分享，交流學習，凝聚體系共識，擴大一級主管視野及傳承分享寶貴之專業經驗。

 「身心喜悅笑笑功」專題演講

 「折氣球手作 DIY」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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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一級主管成長營

 2019 年 10 月一級主管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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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級主管教育訓練

為提升主管管理核心能力、醫學研究、科技

新知，每年辦理一級主管教育訓練 2 至 4 次，

2019 年辦理「從醫院評鑑到品質認證」及「團

隊合作與經營管理」2 場次專題演講，達到跨領

域多元化學習。

三、訂定激勵措施，鼓勵優秀人才

（一）優秀同仁陞遷及轉任公職，激勵員工士氣
為激勵員工士氣、留任優秀人員，依本院整體營運方針、業務特性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

定之公立醫療機構人力配置改善後續管控措施：「職員預算員額空缺比率至 4% 以下」，檢討規

劃醫師、護理、醫事、行政人員陞遷及轉任公職方案。

2019 年本院核定之人事陞遷及轉任公職案中，在公職醫師部分，轉任公職為師（三）級計 9

人，師（三）級陞師（二）級計 15 人，師（二）級陞師（一）級計 14 人；院聘醫師部分，師（三）

級院聘醫師陞師（二）級計 6 人。另非醫師部分，作業基金非醫事人員調陞職務計 67 人、作業

基金醫事人員陞遷計 49 人、作業基金醫事人員轉任公職師（三）級計 72 人，加上公職行政技術

人員陞遷計 3 人、公職醫事人員士（生）級陞師（三）級計 8 人、師（三）級陞師（二）級計 13 人、

師（二）級陞師（一）級計 5 人，全院共計 261 人陞遷或轉任公職。

（二）積極鼓勵同仁出國汲取醫療新知
1. 放寬同仁出國考察及出席國際會議之規範

為鼓勵同仁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汲取新知、強化專業研究能力，自 2019 年 8 月 6 日起

修正本院「員工申請出國應行注意事項」，放寬同仁以公假出國考察及出席國際會議之規範，

並審酌路程實際需要每年最多准予公假 7 日，施行後申請以公假出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人次逾

200 人。

2. 薦送同仁出國考察、進修及補助出席國際會議

為提高人力素質，增進工作效能及教學研究品質，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研訂本院職員進

修實施要點，每年鼓勵並薦送同仁赴國外全時進修，學習各領域最新之醫療技術或醫學知識；

此外每年亦選派重點業務相關人員出國考察，帶回最新世界趨勢與醫療知識，做為本院政策擬

定與作業流程制訂之參考依據。2019 年共計薦送 24 人出國考察、19 人出國進修訓練，另以

公費及公假補助 805 人出席各項國際會議。

 本院院長與主講者吳忠勳執行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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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服務特殊優異團隊及個人選拔，樹立標竿模範

為提升服務績效、提高員工敬業精神五，本院訂有「服務特殊優異獎評選要點」，每年選拔

服務績優團隊及個人獎。2019 年獲獎團隊及個人如下：

單位 服務特殊優異團隊

護理部 RCC 先鋒護理創新團隊

小兒部／基因醫學部 高速次世代基因診斷團隊

影像醫學部 急性腦中風取栓治療團隊

社會工作室 醫病關懷小組團隊

企劃管理部 化危機為轉機～健康大樓與鍋爐
室之共存再生

復健部 復健部肌肉骨骼超音波中心

單位 個人服務特殊優異

臨
床
組

感染管制中心 王振泰副主任

綜合診療部 姜至剛主治醫師 

護理部 潘玫燕護理長

國際醫療中心 蕭菁護理師兼經理

藥劑部 吳建志藥師兼組長

教學部 葉啟娟主治醫師

單位 個人服務特殊優異

行政
支援組

主計室 陳美玲組員

公共事務室 劉宣昕中級管理師

病歷資訊管理室 游斐雲管理師

總務室 狄靈管理師

 服務特殊優異團隊獎

 服務特殊優異個人獎－臨床組

 服務特殊優異個人獎－行政支援組



人
力
資
源

H
um

an R
esources

104

2019

（四）辦理優良服務禮貌人員選拔，激勵同仁工作熱忱
本院長期致力於提供病友與家屬「感動的服務」，為鼓勵優秀服務人員，定期辦理「優良服

務禮貌人員選拔活動」。2019 年選拔對象為醫事相關諮詢及治療人員，透過審慎評核機制，遴選

出獲獎人員如下：

獎項類別 服務單位 得獎者 優良事蹟

特優 營養室 鄭千惠  執行營養照護業務，面對病人態度親切、耐心回覆，多次獲得病友之感謝函。

特優 綜合診療部 周惠玲  於呼吸照護臨床業務，面對病人耐心親切，多次獲得病友肯定。

特優 復健部 曾資翔  職能治療時，對病友富同理心且態度親切，多次獲得病友嘉許。

優等 綜合診療部 李玉嬋  照護病人提供專業建議，溫和有禮，建立醫病間良好溝通。

優等 社會工作室 林育如  致力於創造感動之服務，用心瞭解需求、認真規劃安排，獲得肯定。

優等 藥劑部 康皓程  在抗凝血門診展現藥師專業，服務態度親切有禮，深獲病友信賴。

優等 社會工作室 宋宛怡  以開朗溫暖耐心之態度，關懷旁人並給予協助，創造正向互動。

優等 臨床心理中心 鄭安安  專責早療，亦有門診心理諮詢業務，面對病童及家屬態度認真親切。

優等 營養室 陳乃嘉  臨床業務，團隊溝通及病友服務態度親切，耐心詢答，獲得良好回饋。

優等 藥劑部 陳昭廷  藥事服務專業用心、富有愛心及親和力，待人謙虛有禮，深獲肯定。

優等 復健部 葉千瑜  執行物理治療業務，對病友態度親切，有愛心耐心，獲得病友肯定。

 優良服務禮貌人員 - 優等

 優良服務禮貌人員 -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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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住院醫師服務優異獎選拔
為鼓勵全方位表現優異之住院醫師，2019 年辦理第七屆「住院醫師服務優異獎」選拔，依住

院醫師病人照護、專業知識等多面向進行綜合考評，共計選拔出 5 位得獎者以茲鼓勵。

服務單位 得獎者

內科部 蔡承烜

內科部 劉旺達

家庭醫學部 楊佳容

外科部 陳榮宏

復健部 廖峻立

（六）積極推薦院內優秀同仁參加院外獎項選拔
1. 推薦內科部連文彬教授參加「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選拔並獲獎。

2. 推薦小兒部林東燦教授參加「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醫療典範獎」選拔並獲獎。

3. 推薦家庭醫學部陳慶餘教授參加「衛生福利部專業獎章」選拔並獲獎。

4. 推薦復健部盧璐醫師參加「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 108 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並獲獎。

5. 推薦內科部余忠仁副院長、小兒部王主科教授、復健部謝正宜醫師及急診醫學部李建璋醫師參

加「臺北市醫師公會第 27 屆杏林獎」選拔並獲獎。

6. 推薦醫學研究部江伯倫副院長及耳鼻喉部吳振吉醫師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108 年李國鼎管理獎章及呂鳳章先生紀念獎章」選拔並獲獎。

 住院醫師服務優異獎

 連文彬教授獲頒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  林東燦教授獲頒臺灣醫療典範獎



人
力
資
源

H
um

an R
esources

106

2019

 陳慶餘教授獲頒衛生福利部專業獎章

 余忠仁副院長獲頒第 27 屆杏林獎

 李建璋醫師獲頒第 27 屆杏林獎

 江伯倫副院長獲頒李國鼎管理獎章

 盧璐醫師獲頒模範公務人員

 王主科教授獲頒第 27 屆杏林獎

 吳振吉醫師獲頒呂鳳章先生紀念獎章



人
力
資
源

H
um

an R
esources

107

2019

四、持續推動員工關懷，營造關懷文化

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打造活力、溫暖與安全的勞動環境，本院持續辦理各項員工關懷與協

助措施，營造溫馨舒適之工作場域及職場文化。2019 年本院員工關懷措施與推動成果如下：

（一）心理關懷
本院建置「多層次員工心理諮商機制流程」，於臨床心理中心自費門診提供員工每人每年 3

次院方全額補助之個別或團體心理諮商。2019 年個別諮商之員工關懷人次為 147 人次，來談主

題以情緒及壓力調適為主，其次分別為工作壓力、職場溝通、人際溝通等議題；另因應單位需求

安排之團體諮商人次為 11 人次，協助員工調適情緒，促進團隊溝通及身心健康。

 員工關懷個別諮商會談主題（複選）

（二）健康關懷
1. 員工健康體適能檢查與健康運動指導

接受體適能檢查與健康運動指導之同仁計 182 人次，並接受個人預約檢查及到府體適能檢

查服務。

2. 員工健康運動班

體適能促進中心針對員工體適能問題持續推出多種運動訓練班，其中代謝症候群運動班、

體適能促進運動班以及肩頸紓壓班，合計 250 人結業。在運動介入後，員工之身體質量指數

（BMI）、體重、腰圍與肩頸痠痛程度均有下降，平衡能力、柔軟度與心肺耐力指數明顯提升。

3. 體適能促進中心

2019 年全院同仁平均每月使用體適能促進中心約 1,099 人次，較 2018 年 902 人次提升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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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健行活動

2019 年 10 月 6 日於桃園市龜山區「體育大學登山步道」舉行員工健行活動，總計約 2,000

人參與，並設立互動攤位，傳遞健康促進及員工關懷相關訊息。

 員工登山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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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 SNQ 國家品質認證

5. 員工健康諮詢

積積極推動員工健康促進工作，如預防接種、衛生教育等，以維護同仁身心健康。同仁亦

可利用員工健康諮詢專線進行諮詢，由家庭醫學部總醫師協助提供健康相關資訊服務。

6. 建立健康飲食文化

(1)  本院「營養衛教影片創新多元推廣計畫」已組成多項衛教套餐，包含糖尿病、慢性腎病、心

臟衰竭、癌症、術後、心血管疾病及減重等，不僅提供個人學習需求，亦運用於病友營養衛教、

社區民眾及國中小學童之輔助教材，影片點閱數超過 70 萬人次，秉持本院創新卓越、健康

尊嚴之核心價值，2019 年榮獲 SNQ 國家品質認證，並藉由提升個人健康識能，達到預防疾

病之目的。

(2)  2019 年重新推出不同熱量等級之健康餐盒，提供員工與病友家屬選購，同時持續輔導東址、

西址與兒醫地下美食街商場推出健康餐盒，提供低卡、低油與高纖等健康飲食組合套餐，並

促請商場全面提供各式簡餐「食品熱量與三大營養素比例」

標示，作為本院員工與病友家屬用餐之健康管理參考。

 衛教影片特性

7. 員工減重計畫及減重班

針對達肥胖標準（員工健康檢查結果之 BMI 值超過 24 以上）之員工，利用本院現有之資

源，進行飲食、運動、生活型態及醫療諮詢等多元介入，以期達到維持適當體重與健康促進。

此外，為鼓勵 BMI ＞ 30 以上員工參與減重活動，另增設參加獎勵金以資鼓勵。

2019 年員工減重計畫執行成果

減重組別 參加人數 減少公斤數

個人組 94 人 185.6 公斤

團體組 16 組 52 人 152.9 公斤

總數 146 人 338.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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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運動衛教課程

 團體營養衛教及烹飪課程

 宣導健康促進活動暨員工關懷計畫

 8. 辦理健康促進調查

設置「健康促進政策暨員工關懷計畫」電子問卷，內容涵蓋健康促進政策推廣方式、員工

關懷計畫（員工協助方案）推動項目及員工福利項目，調查期間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共計回收 1,391 份問卷，瞭解同仁需求及改善方向，並透過電腦桌面加強宣導員工關

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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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增進員工關懷照護服務

為迴響捐款人善意及落實關心及照護員工身心健康之目標，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由「員

工關懷專款」致贈專任住院同仁「住院關懷慰問金」每人 600 元，並由院長及社工人員親自至

病房探視關懷，使同仁感受到本院為幸福與溫馨之友善職場。

（三）工作關懷
為使新進同仁儘快適應職場生活，於人員到職時由單位主管指派輔導員適時給予工作指導

及生活照應協助，2019 年計發出 635 份輔導員指派表，關懷問卷計發出 595 份，滿意度平均

85.19 分（滿分 100 分），整體而言，新進同仁對本院輔導員制度是感到滿意。

（四）法律扶助及急難救助關懷
提供本院人員醫事法律諮詢，員工可就臨床醫療處置所產生相關法律議題與本院法律顧問諮

詢，降低案件引起之不安與焦慮。2019 年共計安排 25 場次諮詢及處理 37 通電話諮詢，對於涉

及醫療訴訟之醫事人員，聘有律師陪同出庭，維護其權益。此外，亦提供本院同仁或直系血親重

大急難之協助及政府急難救助資訊，關懷員工因家庭事故可能面臨之困境。

（五）成立因公涉訟輔助審查小組
本院於 2019 年 4 月 23 日成立「因公涉訟輔助案件審查小組」，2019 年共計召開 3 次會議，

並就會議形式、審查方式及作業流程進行討論，藉由小組共識審查涉訟案件，周延審查流程，協

助本院涉訟人員聘有律師陪同出庭並審議補助其涉訟費用，維護及保障同仁權益。

五、提供多元化福利，凝聚員工向心力

（一）持續提供各項福利，吸引留任優秀人才
本院每年編列文康活動費，持續提供同仁多元福利項目，辦理員工健行活動、致贈同仁生日

及節令禮券、補助各單位望年會及社團活動經費，以及提供醫護宿舍、停車優惠、員工健康檢查、

體適能促進中心、就醫優待、公假參加國內外訓練進修、員工餐廳、商場折扣、臺灣大學員生消

費合作社等各項福利措施，提升工作士氣，並吸引留任優秀人才。

（二）辦理未婚聯誼活動
為創造本院適婚同仁認識異性朋友機會，本室主動聯繫中央研究院、華碩電腦、財政部關務

署、內政部警政署、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辦理 14 梯次未婚聯誼活動，積

極宣導鼓勵未婚同仁踴躍參與，總計參與人數約 630 人次，成功促成 19 對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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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約廠商洽簽
每月持續洽簽新商店，並於當月 5 日刊登新特約商店於員工電子報及特約商店專區，含餐飲、

住宿、休閒、教育中心、運動用品、運動中心及托育中心等 7 大類別，共計 148 家。

員工未婚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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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 Cabrera）伉儷參訪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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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交 流

一、國際醫療交流

（一）NTUH-HOPE 2019 臺蒙醫療交流計畫
本院自 2012 年起，與蒙古國指標醫院進行 NTUH-HOPE 臺蒙醫療交流計畫，成效卓著，深

受蒙古國醫界的肯定。為提升本院在國際醫療交流的貢獻及深化與蒙古國醫院之交流合作，2019

年持續執行 NTUH-HOPE 臺蒙醫療交流計畫。計畫自 6 月 10 日開始至 8 月 30 日止，合作對象

為蒙古國第一中央醫院（The First Central Hospital）、第三中央醫院（The Third State Central 

Hospital）及國立骨科創傷研究中心（National Trauma and Orthopedic Research Center）。

交流成果如下：

1. 參與開幕式及舉辦研討會

2019 年由孫瑞昇副院長率團赴蒙古國出席計畫開幕式，並代表本院與各交流醫院院長交

換「NTUH-HOPE 2019 臺蒙醫療交流計畫」合約書，我國駐蒙古國代表處黃國榮代表及蒙古

國各交流醫院院長、副院長等皆蒞臨參與盛會，雙方並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吸引許多當地醫

界人士參加，提升本院在當地的知名度。

2. 派員進行醫療支援

依蒙方醫院之需求，共派遣本院 6 位醫事人員分 5 梯次，每梯次支援為期 2~3 週，分別

至上述交流醫院與當地醫師一同診治複雜案例、指導進階手術、舉辦個案討論會及協助蒙方醫

院建立多項治療技術標準化作業，提升蒙方醫療技術並嘉惠當地病眾。

 NTUH-HOPE 2019 臺蒙醫療交流計畫開幕式各醫院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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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訓醫事人員

本計畫亦獲衛生福利部補助代訓蒙古國醫事人員，共有 20 位蒙方交流醫院醫事人員至本

院接受 1~2 個月的臨床學習（其中 1 位心臟外科醫師接受長達 2 年期的手術訓練）。

4. 邀請蒙方醫界專家來訪

邀 請 蒙 古 國 國 立 骨 科 創 傷 研 究 中 心（National Trauma and Orthopedic Research 

Center）院長及急診醫學部主任、燒燙傷及重建外科部主任等人，蒞臨本院參與簽署備忘錄儀

式與交流會議，並安排參訪急診醫學部、燒燙傷病房及創傷加護病房，該院院長等人對本院先

進並有效率的急診及燒燙傷照護有深入

地了解，進而期望未來兩院能展開多面

向的醫療交流。

透過此次交流活動，有效地展現及

宣揚本院先進之醫療技術，增進雙方合

作關係，更加深我國與蒙古國醫療界的

友誼；本計畫交流成效豐碩，對於提升

本院及我國醫療之國際知名度，襄助甚

大，在醫療外交上也著有貢獻。

 小兒耳鼻喉科研討會

 急診醫學部方震中主任介紹本院急診隔離流程

 臨床指導

 本院與蒙古國國立骨科創傷研究中心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燒燙傷病房楊永健主任及黃慧夫醫師介紹本院燒傷病
房及醫療處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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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TUH-HOPE 2019 臺印（印尼）醫療交流計畫
「新南向政策」是目前政府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一環，「軟實力連結」更是新南向政策的四

大連結策略之一，衛生福利部以一國一中心模式（一個國家由國內一間醫院主責）推動醫療南向

政策，由本院、成大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臺北榮總、花蓮慈濟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及新光醫

院分別主責 7 個重要夥伴國，包含印尼、印度、泰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緬甸。

本院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及強化醫學中心評鑑之任務，2019 年持續爭取衛生福利部「新南

向醫衛合作與產業發展」計畫招標案，再度成為主責印尼之醫院。計畫於 1 月正式啟動，除與印

尼各醫院持續推展醫療合作關係及培訓更多印尼醫事人員外，亦帶領醫療相關產業發展，與印尼

產業建立經貿夥伴關係，拓展與印尼多面向的交流，深化我國與印尼之良好互動及合作，交流成

果如下：

1. 邀請印尼醫界高層來訪

(1)  3 月 25 日 至 28 日 邀 請 Mayapada Healthcare Group、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及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UGM） Hospital 高階主管等 7 人參加「2019 智慧城市論壇暨

展覽」。

(2)  6 月 1 日邀請 RSUPN Dr. Cipto Mangunkusumo Hospital 副院長 Dr. Trimartani 參加本院

124 周年慶研討會，並擔任講座分享交流經驗與成效。

(3)  8月26日至29日邀請印尼National Cardiovascular Center Harapan Kita（國立心血管中心）

院長 Dr. Iwan Dakota 等 3 位專家、RSUPN Dr. Cipto Mangunkusumo Hospital 心臟內科

主任等 3 位專家及醫衛相關業者參與工作坊。8 月 27 日在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代表

Mr. Didi Sumedi 見證下，本院與國立心血管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

(4)  10 月 8 日 UGM Hospital 及 Dr. Sardjito Hospital 顧 問 教 授 Prof. Yati Soenarto 及 Prof. 

Soenarto Sastrowijoto 來臺參與玉山論壇。

 Mayapada Healthcare Group 3 位高階主管來訪   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與 UGM  Hospital 外
賓參加智慧醫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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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團隊赴印尼醫院舉辦雙邊研討會

(1)  4 月 20 日至 25 日本院小兒部呂立醫師受邀赴 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進行兒童醫療大

樓建置交流活動，並提供相關建議及病人就醫流程等注意事項。

(2)  4 月 22 日至 25 日本院耳鼻喉部吳振吉醫師赴 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交流人工電子耳

及小兒耳部手術，並深入討論雙方合作聽損基因檢測計畫，期望能建立聽損基因檢測的國際

合作模式。

(3)  8 月 17 日至 21 日本院綜合診療部－內視鏡科王秀伯主任帶領教學部葉啟娟醫師、內科部楊

景堯醫師及國際醫療中心古家瑜管理師等人赴 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舉辦內視鏡及

微創手術工作坊，國內微創手術耗材廠商亦派員一同前往進行產品說明。

(4)  9 月 15 日至 18 日本院國際醫療中心朱家瑜執行長赴 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舉辦嚴重

皮膚藥物過敏反應工作坊，並邀請相關廠商共同辦理產品說明會。

(5)  10 月 4 日至 9 日本院王亭貴副院長帶領心臟內科陳文鍾醫師、麻醉部范守仁醫師、外科部何

明志醫師、腎臟內科黃政文醫師、臺大癌醫中心醫院林宗哲醫師，以及新竹分院洪冠予院長、

蔡孝恩主任及謝慕揚主任等人赴雅加達進行醫療交流，共舉辦 8 場學術研討會。

(6)  11 月 10 日至 12 日本院國際醫療中心朱家瑜執行長帶領護理部胡文郁主任及新竹分院楊曜旭

副院長等 6 人赴巴淡島 BP Batam Hospital 參訪，並舉辦護理交流會議及簽署合作備忘錄。

 吳振吉醫師指導印尼醫師內視鏡手術  呂立醫師參與兒童醫院建置交流會議

 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代表 Mr. Didi Sumedi 見證本院與國立心血管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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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訓印尼交流醫院醫事人員

陸續接受印尼交流合作醫院之醫事人員於本院進行長短期訓練課程，並安排醫衛相關產業

之介紹及參訪。其中 13 名長期代訓之印尼醫師由本院資深主治醫師帶領進行臨床見習，另 18

名短期代訓之印尼醫事人員則接受一星期密集的臨床及行政課程。

2019 年「新南向醫療衛生合作與產業發展計畫—印尼」於總分院共同努力下，順利完成。

藉由邀請對方醫院高層來訪，派遣本院團隊搭配醫衛相關產業業者至印尼交流，使本院與印尼

醫界建立更深厚的關係，並達到推廣我國醫衛相關產業之目標，同時促使印尼醫療人員深入認

識我國醫療服務、教學、研究發展及社會文化，以及增進印尼醫療水準與品質，造福其民眾，

締造及深化臺印醫界友誼，並提升我國及本院在國際醫療衛生界的能見度與聲譽。

  Dr. Cipto Mangunkusumo Hospital 副院長擔任本院
124 周年慶研討會講座

 本院與 BP Batam Hospital 簽署 MOU

  本院與 Dr. Cipto Mangunkusumo Hospital 聯合舉辦
研討會

 王亭貴副院長於印尼參與復健醫學醫學工作坊 朱家瑜執行長擔任工作坊講座

 吳明賢副院長主持新南向中階主管研習營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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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TUH-HOPE 2019 臺瓜（瓜地馬拉）醫療交流計畫
本院配合政府醫療援助計畫，2019 年 4 月 1 日正式啟動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

合會）合作之「瓜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保健功能計畫」，6 月 18 日由國合會

項恬毅秘書長代表致贈合作掛牌。計畫合作模式係由國合會派遣計畫經理 1 名常駐瓜國與瓜國衛

生部執行並監管計畫進度，本院負責辦理瓜國醫事人員來臺訓練課程及派遣顧問團赴瓜國協助種

子教師進行教學成效監控，並提供專業諮詢，期望透過建構照護人員能力及提升醫療照護機構功

能，並結合我國婦幼照護專業、醫療科技發展及國合會執行計畫之經驗，與本院攜手守護瓜國孕

產婦及新生兒的健康。

瓜國政府對本合作計畫相當重視，前任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 Cabrera）伉儷與總

統當選人賈麥岱閣下（Excmo. Sr. Dr. Alejandro Eduardo Giammattei Presidente Electo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及該國部會首長分別於 2019 年 5 月 1 日及 10 月 22 日參訪本院產兒科

醫療照護，瞭解本院與瓜國 Guatemala 省及 Santa Rosa 省醫療衛生機構合作現況。

  安排印尼代訓醫師參加 BMJ 國際醫療照護品質與安全
論壇

 本院與 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聯合舉辦研討會

 本院團隊與駐瓜地馬拉大使館鄭力城大使，以及瓜國衛生部次長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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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4 日至 22 日由本院陳石池院長帶領婦產部徐緯宏醫師、小兒部周弘傑醫師、

護理部陳玉蓮護理長、國際醫療中心朱家瑜執行長及王秀華護理師等人，赴瓜地馬拉 Guatemala

省 Amatitlan 醫院及 Santa Rosa 省 Cuilapa 醫院訪評，針對目標區醫院之待產室、產房、手術室、

恢復室動線流程提供改善建議，並進行駐地訓練班及種子教師訓練後成效評量。

本院產兒專家團隊與當地種子教師共同訓練目標區醫護人員，進行急救技術與知識指導，期

能改善瓜國醫療照護品質。瓜國衛生部次長賈西亞（García）先生特別感謝我國推動本計畫，並

表示我國在科技、教育及文化領域均具高水準，瓜國醫事人員來臺學習新知與技術有助於提升醫

護人員專業技能，同時改善瓜國婦幼照護品質。

 周弘傑醫師擔任講座

 本院團隊與種子學員合辦訓練班

 陳石池院長接受採訪

 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 Cabrera）
伉儷參訪本院

 瓜地馬拉共和國總統當選人賈麥岱閣下訪團參訪本院

 本院團隊實地訪視 Cuilapa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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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援國際醫療業務—醫療器材援助平台計畫
本院醫學工程部自 2005 年起參與執行衛生福利部醫療儀器援助平台計畫 （GMISS），已完

成近百次儀器援外任務與派遣技術人員出國協助裝機及儀器教育訓練。2019 年共計捐贈醫療器材

639 件，受贈國家為：柬埔寨、索羅門群島、蒙古國與巴布亞紐幾内亞。

配合衛生福利部、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大使館要求，本院派遣醫學工程部吳玉洺組長及

楊宗霖技正前往該國 Alexandra 醫院裝設捐贈

之醫療儀器，並提供相關維修教育訓練，透過

GMISS 計畫共計捐贈 129 件醫療儀器設備，包

含手術檯、麻醉機、X 光機、超音波掃描儀、牽

引器、眼科裂隙燈、輸液幫浦、婦產科檯、短波

治療儀等，並提供醫用口罩 30 箱（30,000 個）。

二、國際教學交流事項

（一）國外學校或醫療機構派員至本院訓練交流合作
本院接受國外大學以上醫事相關系所學生及醫療機構醫事人員申請來院訓練交流，該類訓練

交流活動除可增進彼此瞭解外，亦可協助提升

其他國家之醫療水準，此為國家級醫學中心之

重要使命與任務，本院在能力範圍內，自當擔

負此責任。

1. 國外學生來院見習

2019 年在本院見習之國外醫學生、牙醫

學生及其他醫事相關學系學生共計 270 人，

其中以香港、美國、澳洲及德國最多，共占

53%。見習科部以外科部、內科部、婦產部、

小兒部及家庭醫學部最多，共占 54%。

2. 國外醫師及醫事人員來院研修

2019 年 共 計 120 人 來 院 研 修（ 醫 師

102 人、醫事人員 18 人），其中以蒙古國、

泰國及印尼最多，共佔 56%。研修科部以外

科部、復健部、內科部、急診醫學部及護理

部最多，共佔 57%。

 醫學工程部吳玉洺組長赴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Alexsadra 醫院，檢視捐贈之生產檯功能及指導該院
人員操作與維修

 2019 年國外學生來院見習國家分布

 2019 年國外醫師 / 醫事人員來院研修國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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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薦派醫師及醫事人員赴國外醫療機構研修與考察
本院對於國際醫學發展趨勢極為重視，每年均薦送優秀同仁赴國外研修，以習得各醫療專業

領域最新技術或醫學知識嘉惠國人。此外，為確保在醫療資訊、醫療品質、醫院管理等政策發展

層面能與國際接軌，本院每年亦會選派重點業務相關人員出國進修、考察，瞭解最新世界趨勢與

知識，作為擬定政策與訂定作業流程之重要參據。

1. 出國進修研究

2019 年執行出國進修研究計畫案，共計 28 人，詳細表列如下：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進修計畫 進修地點

骨科部 張允亮 院聘主治醫師 腕掌關節鏡微創手術及相關組織工程研究 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

臨床心理 
中心 張麗滿 臨床心理師

應用「社交溝通－情緒調控－人際網絡支
援」治療不同類型發展遲緩兒童之可行性探
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復健部 蕭名彥 主治醫師 經腦血管障蔽之特異性藥物傳輸 美國杜克大學

內科部 鄭琬豑 主治醫師
困難感染症的新治療策略－如何回復失調的
免疫功能以治療罹患後天免疫缺陷成年人之
困難感染症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綜合診療部 郭耀文 院聘主治醫師 呼吸器照護之大數據分析及應用 美國布萊根婦女醫院

外科部 官振翔 主治醫師 皮膚纖維化裡間幹細胞微環境的角色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麻醉部 蔡奉芳 主治醫師 以腦波分析為研究基礎發展非線性生理訊號
精準調控麻醉

美國西北大學芝加哥校區
芬伯格醫學院

創傷醫學部 廖先啟 主治醫師 氣道創傷之新治療與人工氣管結合幹細胞組
織之再生醫學應用

美國史丹佛大附設醫院癌
症中心

神經部 葉馨喬 主治醫師 缺血性腦中風後神經保護機轉之探索 美國康乃爾大學威爾醫學
院

護理部 賴依君 護理師 新生兒重症護理臨床實務進修 美國費城兒童醫院及加州
大學戴維斯兒童醫院

眼科部 朱筱桑 主治醫師 眼表面與移植免疫學（Ocular and 
Transplantation Immunology）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Wilmer 眼科中心

急診醫學部 
護理部 
護理部

李孟旃
梁牡丹
范綱翔

主治醫師 
護理師 
護理師

兒童轉診醫療訓練 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

外科部 楊卿堯 主治醫師 胰臟器官移植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校區

眼科部 蘇乾嘉 主治醫師 視覺光學與低視能學 美國密西根大學附設
Kellogg 眼科中心

婦產部 康巧鈺 院聘主治醫師 進階產前診斷與胎兒治療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附
設醫院暨胎兒醫學協會

藥劑部 吳昌學 藥師
利用傳統藥品動態學與生理學為基礎之藥品
動態學建立兒童族群之藥品劑量、療效與安
全性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
區藥學院及伊利諾大學芝
加哥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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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進修計畫 進修地點

精神醫學部 
社會工作室

顏吟珊 
田禮瑋

職能治療師 
中級管理師 PEERS 社交技巧團體之治療師培訓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醫學研究部 黃妙慈 主治醫師 腸道免疫致敏誘發皮膚及呼吸道過敏性炎症
反應與耐受性的機制探討

英國牛津大學甘迺迪風濕
病症研究所

病理部 謝明書 助理教授兼主治醫師 胸腔腫瘤的病理學最新進展，包含肺癌與胸
腺腫瘤病理學新分類與型態學的分類研究

美國紐約紀念史隆 ‧ 凱特
琳癌症研究中心

藥劑部 曾郁茹 藥師 肺臟移植病患臨床藥事服務加護病房藥事服
務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部附屬
醫院藥劑部

護理部 謝佩穎 督導長 心臟衰竭暨心室輔助器病人的照護 美國華盛頓大學

護理部 張玉娟 護理長 心血管疾病及經導管心臟瓣膜治療照護 德國波昂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牙科部 林鴻穎 院聘主治醫師 口腔顎顏面電腦輔助模擬手術之研究與相關
研究室的建構

美國德州醫學中心衛理公
會醫院

急診醫學部 鄔至賢 約聘住院醫師 到院前救護系統之整合與前瞻

哥本哈根緊急救護中心及
創傷中心
赫爾辛基大學醫院及緊急
救護系統部門

腫瘤醫學部 吳宜庭 副醫學物理師 醫學物理師質子治療設備接機出國受訓計畫 美國紐約質子中心

2. 出國考察

2019 年針對各項業務發展重點，執行之出國考察計畫計有 5 案，共計薦派 24 人次，詳如下表：

計畫名稱 前往國家 出國天數 出國人員

臺大醫療體系智能醫院之規劃與建構 美國 7

院長室副院長孫瑞昇
院長室醫務秘書賴飛羆
資訊室組長周承復
體系管發中心執行長林慧玲
藥劑部組長林秋杏
體系管發中心組長陳清芬
體系管發中心管理師黃至瑩
雲林分院副院長林昭維
北護分院教學研究中心主任楊昆澈
金山分院院長張志豪
新竹分院心臟血管內科主任謝慕揚
竹東分院醫療部主任林明鋒

資材暨藥品自動管理化管理模式於護理臨
床之運用 美國 8

護理部護理督導長詹靜媛
護理部護理督導長陳瑞儀
資訊室程式設計員黃淑慈
總務室組員謝瓊慧

向標竿醫院學習運用「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概念
提升醫病溝通與病人健康識能，落實知情
同意，以提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加拿大 7

院長室副院長孫瑞昇
品質管理中心副主任鄭之勛
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黃獻樑
品質管理中心中級管理師徐珮容
品質管理中心管理師周家玉

吞嚥障礙幼兒（童）及老年的整合性營養
照護實務運作模式參訪計畫 日本 8 營養室營養師游雅婷

營養室院聘營養師洪思琦

智慧醫療科技應用合作訪日團 日本 5 資訊室中級資訊工程師熊漢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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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臨床試驗研究計畫

( 一 ) 本院在亞洲臨床試驗領導地位具指標性意義
本院團隊卓越的臨床試驗能力每年均吸引國外各大藥廠委託協助執行超過 500 件以上新藥臨

床試驗及擔任國際臨床試驗計畫總主持人、執行委員會委員等，多次應邀至歐美及亞太國家分享

成功經驗，提升我國在亞洲臨床試驗的領導地位。2019 年執行中之國際新藥、疫苗臨床試驗合

作計畫共計 629 件、新醫療器材臨床試驗共計 2 件，合作對象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其

中 97 件為執行新藥第一期（Phase I）臨床試驗研究，13 件為研究者自行發起之臨床試驗，本院

亦鼓勵並協助研究者自行發起臨床試驗，特別是跨國合作計畫。

本院卓越之臨床試驗設計、執行能力及成果受國際大藥廠及國際大臨床試驗機構肯定，吸引

輝瑞、葛蘭素史克、諾華、默克、默沙東、拜耳、百靈佳殷格翰、賽諾菲及日本第一三共製藥等

國際大藥廠與本院簽署合作備忘錄，進行更多臨床試驗研究合作。

本院於國際臨床醫療發展上具有重大貢獻，平均每年發表 100 多篇論文在世界一流之醫學期

刊，且多年來持續參與多項跨國之晚期肝癌第三期臨床試驗，並與國內外大藥廠合作，主導新藥

在肝癌的臨床試驗，包含 2019 年被 US-FDA 核准的肝癌新藥 cabozantinib 及 ramucirumab，

並將可預測標靶治療、免疫治療反應的生物標記報告與早期相關臨床試驗連結，使本院癌症臨床

試驗研究團隊在癌症新藥研發與臨床試驗的推動具備國際競爭力。另胃腸疾病臨床試驗研究團隊

透過幽門螺旋桿菌之篩檢及根除，減低胃癌及胃潰瘍發生率，並發展抗藥性菌株簡易檢驗方式與

新型治療處方，作為全球病人選擇治療方式之參考。

本院積極培育臨床試驗領導人才，目前已培訓多位臨床試驗專任主治醫師、數百位研究護理

師及臨床研究藥師。為培育專業人才，本院持續派遣臨床試驗專任主治醫師至國際頂尖研究機構

接受新藥早期臨床試驗訓練，例如：美國國家癌症中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美國杜克大學、美國喬治城大學及美國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等。

（二）NTU SPARK 計畫
由科技部、臺灣大學與本院共同執行 NTU SPARK 計畫，積極進行國際交流活動以培育臨床

試驗團隊，執行成果如下：

1. 日本京都大學與臺灣大學聯合研討會－智慧醫療論壇

2019 年第 4 屆智慧醫療論壇由京都大學、臺灣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及 SPARK 共同於 3 月 1

日舉辦，從原型品開發至臨床應用皆廣泛交流，探討議題包含人工智慧及多媒體應用於醫療器

材，並藉由口頭報告發表與展示，於國際會議介紹 SPARK 畢業團隊之遠距醫療平台及神經顯

像超音波，以及培訓中團隊之大腸鏡品質管理平台，積極於大會期間與產業界洽談，尋求與日

本或我國廠商合作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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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oTaiwan 第 17 屆生物科技大展（7 月 25 日至 28 日）

SPARK 展出醫材成果 3 件及新藥成果 1 件，約有 20 家廠商洽談。

3. Medtech Clinic（12 月 4 日）

由 SPARK 篩選並推派新創公司之 3 組團隊，和 Cambridge Consultants 國際專家進行

30 分鐘一對一診斷建議，並提供相關方向和資源，未來 3 個月之 follow-up 亦會橋接團隊所

需資源，以期達到快速接軌國際市場之目標。

4. Stanford 醫材開發專家諮詢會議（12 月 16 日）

邀請 Stanford Global Biodesign 之 Dr. Fumiaki Ikeno 為 1 組 SPARK 團隊進行 one-on-

one consulting，Dr. Fumiaki Ikeno 在 Stanford Biodesign、醫材器械產業顧問及新創孵化器

業師等單位皆有豐富經歷，可加速團隊未來商業化之進程。

 3 月 1 日京都大學與臺灣大學聯合研討會－智慧醫療論壇

 7 月 25 日至 28 日 BioTaiwan 第 17 屆生物科技大展  12 月 4 日 Medtech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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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受試者保護工作與其他國家交流
本院受試者保護工作符合國際最嚴格的標準，獲美國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Program, AAHRPP）二次評鑑通過，並

設有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中心，持續推動各項精進專案，與其他國家醫學中心密切交流。

本院受試者保護中心執行秘書陳怡安醫師擔任 AAHRPP 國際機構之評鑑委員，於 2019 年 6

月會同美國評鑑委員赴韓國三星醫學中心進行 AAHRPP 評鑑。另於 12 月 6 日至 7 日受邀參加日

本醫學系大學倫理委員會連絡會議（LAMSEC）國際研討會，分享受試者保護經驗，有效達成促

進國際交流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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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責 任

本院身為國家級教學醫院，除了在臨床醫療服務、教學與研究全方位的發展，同時持續結合

各式資源辦理公益表演與病友團體活動，營造更高品質的醫病關係，也深入社區與偏遠鄉鎮，支

援義診與提供衛教宣導，增進民眾預防性與教育性的醫療資訊，期能在配合政府各項衛生福利與

環境保護政策下，戮力達成善盡社會責任的使命。

一、辦理公益表演活動，關懷社會弱勢

（一）結合企業與民間資源，舉辦公益藝文表演活動
為關懷病友及家屬，提供舒緩身心靈空間，打造醫療人文環境，本院不定期於東址大廳及兒

童醫院大廳舉辦公益藝術饗宴活動，2019 年共舉辦 2 場本院 124 周年院慶公益音樂會以及 39 場

藝術饗宴活動。本年度的表演，除音樂性活動外，還邀請了李笠豪教練進行運動教學表演，帶領

民眾舞蹈及健身；也與微風商場合作，邀請米卡多劇團慶祝母親節戲劇演出；與國父紀念館合辦

慶祝兒童節活動，有魔術師、氣球等表演，讓活動更豐富多元。本年度同樣於各大節慶時辦理活

動與病友同歡，並辦理同仁專業相關節慶活動，如國際醫檢師節、物理治療師節、醫師節等，慰

勞醫護及工作同仁之外，也讓民眾更了解醫院各個專業職系，促進醫院與民眾的互動，改善醫病

關係、凝聚員工向心力。本院也與民間公益基金會及企業合作，提供表演舞台予身心障礙者及弱

勢團體，並與臺北愛樂合作邀請澳門培正中學合唱團、韓國統營市少年合唱團等等國際團體獻唱，

藉藝文活動提升本院國際形象。也與病友團體合作，邀請結節硬化症、自閉症與唐氏症家庭音樂

班及由燒燙傷友所組成的疤痕合唱團，給予病友表演舞台展現自信、發揮所長，鼓勵更多病友面

對病痛時能正面思考、積極治療，開創全新的人生。

 2 月 1 日廖永祥醫師之友會表演  3 月 25 日魔術氣球表演慶祝兒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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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9 日米卡多劇團慶祝母親節

 9 月 11 日幸福的微光 - Eye 樂團表演

 11 月 8 日腎利知音合唱團及罕病基金會表演

 8 月 7 日 LOVE 輪椅舞慶祝父親節

 9 月 20 日李笠豪教練運動教學表演

 12 月 24 日杏林管弦樂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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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進校園及社區推廣衛教活動

（一）持續推動社區與學校健康宣導
本院持續推動鄰近社區與學校健康宣導，有鑑於國人高齡比率逐年提高、新住民人數節節攀

升，健康維護的相關議題顯得更加重要。社區健康宣導係與中正區及文山區社區關懷據點合作，

講座主題多參考院內民眾意見調查、新聞時事等規畫，2019 年包括預防失智症、用藥安全及常見

慢性病照護等。其中為照顧特殊族群，與移民署合作辦理 1 場新移民（外籍配偶）「病毒性肝炎

與愛滋病」宣導。2019 年共辦理社區健康宣導 10 場，共 232 人次參與，平均滿意度 99.41 分。

（二）藝術志工熱心為病友表演
本院除結合企業與公益資源不定期舉辦大型表演活動外，亦召募藝術志工於中午時段在東址

大廳提供現場音樂演奏。鋼琴老師們嫻熟技巧的發揮，重新詮釋了古典樂曲以及民謠老歌；爵士

樂曲與童謠亦為現場氣氛注入活潑因子；為中午熙來攘往的病友家屬傳遞關懷及溫暖，十足撫慰

人心，2019 年共舉辦 204 場的演奏。

  2 月 19 日藝術志工王晶老師的鋼琴、林鶴庭老師的吉
他、郭仁山老師的鍵盤、黃慶華老師的薩克斯風，默
契十足

  5 月 28 日藝術志工李高昌老師的鋼琴、李冠毅老師小
提琴，美妙樂音在挑高大廳中迴盪

  7 月 18 日藝術志工未來之光合唱團的演出，多元曲
風，帶來豐富的視覺及聽覺享受

  9 月 19 日藝術志工莊文貞老師的鋼琴、林靜旻老師的
長笛、許家華老師的低音管，引領聽眾進入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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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院持續提供中正區鄰近學校衛教宣導資源，依各年齡層學生發展階段之健康需求設

計課程，主題包含學童視力保健、健康飲食及認識癲癇等。2019 年共辦理 7 場，分別為建國中

學 2 場、龍安國小 1 場及弘道國中 4 場，共 2,360 人次參與。

（二）辦理社區兒童衛教活動ㄧ希望種子醫院活動
本院於 2019 年 3 月 30 日與本校醫學系和藥學系學生合作舉辦「第十一屆希望種子醫院活

動」，邀請鄰近社區之托兒所大、中班學齡前兒童共 60 人，由小朋友擔任自己最喜愛布偶的家長，

帶著布偶來醫院看病。此活動的設計係藉由闖關遊戲寓教於樂，讓來自社區的小朋友學習包括洗

手、營養均衡等衛教知識，並希望藉由遊戲的方式讓小朋友對於醫院有進一步的認識，消除小朋

友對於醫師、看病的恐懼，並將良好的醫病關係深植兒童心中；同時讓醫學生藉由與小朋友的溝

通過程，訓練其與病人的相處方式，藉以學習溝通技巧、團隊合作及瞭解社區衛生教育的重要性。

此活動是本院參與社區健康營造及辦理社區健康活動之一環，2019 年活動包含針對空氣汙

染、食品安全和環境防治等目前時事的議題，設計衛教內容於每個闖關活動中；設定一般外傷、

流感、氣喘和腸病毒等和小朋友生活息息相關的衛教內容等。

當日參與活動的家長、小朋友及醫學生與藥學生共約 200 多人，除成功塑造本院健康醫院的

形象和高度親和力之外，醫學院學生藉此機會提早學習和病人相處之道，社區民眾也因此獲得正

確而良好的衛教知識，是促成本院、醫學院和社區居民三贏的社區健康營造活動，小朋友與家長

也紛紛表達希望我們多舉辦這樣的活動，當日活動滿意度小朋友部分是 4.2 分（滿分 5 分）。

  11 月 1 日於建國中學舉辦「呼朋引伴一起動一動吧」，
邀請馬文雅醫師主講

  11 月 4 日於弘道國中舉辦「班上有癲癇同學該怎麼
辦」，邀請朱彥儒醫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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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臺大醫院醫療體系「社區健康促進列車」義診與篩檢活動
為慶祝本院成立 124 週年，以「社區健康促進列車」為主題的院慶義診活動於總院及各分院

陸續展開。本院結合社區資源，一齊提供健康篩檢服務，期以社區健康保護網絡，傳達促進健康

知識，體現本體系健康守護、醫界典範之願景。

總院暨北護分院於 6 月 22 日在青年公園舉辦「樂齡居家，健康守護」義診活動，結合中正、

萬華兩區公所、健康服務中心及社區資源單位共同舉辦。透過闖關活動的設計，民眾可以參與各

項健康篩檢（包括癌症、骨密度、老人、慢性病篩檢、體適能、視力及兒童發展檢測等）、藥物、

運動、營養、安全等衛教活動及社會福利服務等政策宣導，以多樣化的活動與民眾互動，宣導長

期照護相關資訊並期許為社區民眾帶來更多健康意識與健康促進。其他各分院義診活動也十分豐

富有趣，內容如下：

 希望種子活動開幕式  模擬診間醫師幫小玩偶看診   藉由遊戲闖關方式教導小朋友用藥
知識

 工作人員和小朋友及吉祥物 Q 比開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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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山分院：6 月 22 日在金山區慈護宮舉辦「健康、歡樂、愛金山」，以園遊會方式推廣

健康促進觀念，活動包含設置園遊會攤位、安排表演節目、進行癌症篩檢、飲食營養、用

藥安全、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簡稱 DNR）及器捐宣導、醫師衛教及諮詢等，提供社區民眾

正確的健康概念、充實民眾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以達到照護社區民眾健康的目的。

2. 新竹與竹東分院：6 月 15 日在竹東戲曲公園舉辦「愛健康 ‧GOGOGO」，義診活動有 10

多個健康促進攤位，內容包含義診、篩檢、衛教諮詢，及趣味闖關活動。同時也在新竹分

院多媒體講堂舉辦「醫病共享決策與健康識能推動實務」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

家與執行績優團隊進行經驗分享，對於竹苗地區的醫療人員獲益良多。

 6 月 22 日「樂齡居家，健康守護」院慶活動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6 月 22 日「樂齡居家，健康守護」院慶活動形象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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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雲林分院：6 月 15 日於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祖廟舉辦「樂活傳愛」活動，規劃

社區民眾健康促進篩檢及推動預防醫學健康檢查，透過本次活動讓參與的社區民眾皆能感

受到各不同專業領域的醫護人員給予無微不至的健康心思維，達到「樂活傳愛」之效果。

 陳石池院長為院慶義診活動致詞

  在青年公園舉辦「樂齡居家，健康守護」義診活動，
社區民眾踴躍參與

 院慶義診動員志工出勤協助健康篩檢諮詢   總院及北護分院共同舉辦「樂齡居家，健康守護」義
診活動，設置攤位為民眾健康篩檢

  北護分院設置「聽聽就好」攤位，為民眾進行聽力測
試與篩檢

 民眾於報到處向工作人員領取篩檢活動闖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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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器官捐贈宣導並關懷器捐喪親家屬

（一）舉辦器官捐贈宣導與簽卡活動
辦理「生命最後的禮物，一同響應器官捐贈」活動，宣導支持器官捐贈是本院重要的使命與

任務，本院持續於總院各院區對本院員工、來往本院之病友與家屬進行宣導，在院區大廳以醒目

的宣導影片搭配闖關有獎徵答活動、也在 124 週年院慶與員工健行活動設置攤位，增進員工與病

友對器官捐贈意涵的瞭解，此外，積極參與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舉辦之大型活動進行宣導，包括

於 1 月 20 日參與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從『心』開始防災樂、安居永續幸福城」活動、6 月 7 日

參與新北市議長盃第九屆龍舟錦標賽以及 6 月 8 日參與臺北市政府在大佳河濱公園舉辦的「2019

年水岸臺北端午嘉年華」活動、6 月 29 日參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舉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

FUN 稅月」園遊會、8 月 31 日參與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舉辦「2019 臺北市銀髮族運動會」與 11

月 16 日參與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第七屆器官捐贈接力路跑」，

邀請民眾認識正確器官捐贈的概念，並表達對器官捐贈支持，鼓勵民眾以實際行動響應宣導，喚

起許多民眾對於此議題的關心，總計全年度共舉辦 23 場宣導活動。與器官勸募網絡之合作醫院

總計達成 2,896 張簽卡量。

 10 月 6 日員工健行活動進行器官捐贈宣導

  1 月 20 日於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舉辦「從『心』開始防
災樂、安居永續幸福城」活動進行器官捐贈簽卡宣導

7 月 10 日於西址大廳進行器官捐贈宣導

6 月 8 日於水岸臺北 ‧ 端午嘉年華進行器官捐贈簽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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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捐喪親家屬關懷活動
本院重視器官捐贈者家屬在面臨喪親哀傷的復原歷程，持續關懷家屬身心調適。社工師長期

以電話關懷，視家屬意願至家中訪視，給予捐贈者家屬情緒支持，並持續邀請捐贈者家屬參與本院

舉辦的相關感恩與追思活動，2019 年總計關懷 93 位捐贈者家庭，也為表達對器官捐贈者之思念。

本院於 5 月 25 日舉辦「禪『心』─器官捐贈者家屬聯誼旅遊活動」，帶領家屬至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宜蘭園區，乘船欣賞冬山河美景，透過東方禪手工吊飾製作，交流家屬間情誼，過程中也

促進家屬間分享器官捐贈後喪親的調適，參與之捐贈者家屬共 37 名。另外也參與財團法人器官

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舉辦之病友團體，陪伴本院捐贈者之家屬參與 3 月 9 日北區器官捐贈家屬關懷

活動，帶領及陪伴家屬遊覽野柳地質公園，藉由聽浪觀海與手作 DIY 活動關懷家屬近況，此活動

共計 40 人參與。

  5 月 25 日舉辦器官捐贈者家屬聯誼旅遊活動，帶領家
屬東方禪手工吊飾製作

  5 月 25 日舉辦「禪『心』─器官捐贈者家屬聯誼旅遊
活動」，帶領家屬至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園區

 6 月 22 日於本院 124 週年院慶活動進行器官捐贈宣導   8 月 31 日參與「2019 臺北市銀髮族運動會」進行器
官捐贈簽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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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賴逸儒副院長向器官捐贈者家屬代表致贈
花束表達感謝

  12 月 28 日舉辦「『讓愛延續』─器官捐贈感恩追思
音樂會」由名聲樂家簡文秀老師演唱

 12 月 28 日舉辦『愛不止息』─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

歲末為了表達對器官捐贈者及其家屬大愛付出的感謝，12 月 28 日舉辦「『愛不止息』─器

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分別邀請聲樂家簡文秀老師、本院方怡婷醫師與程劭儀醫師獻唱與伴

奏多首扣人心弦的歌曲，並由「隨心所欲樂團」演奏動人樂曲，邀請捐贈者家屬分享走過喪親之

痛的心路歷程，藉音樂會活動，一同追思與感念捐贈者的義行，也至大愛至善牆追思捐贈者的大

愛精神，音樂會總計 170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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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於中山區新福里為民眾進行癌症篩檢5 月 3 日臺灣大學校總區保建中心舉辦癌症篩檢講座

6 月 22 日本院 124 週年院慶篩檢活動  5 月 20 至 21 日至大都會計程車車隊進行司機癌症篩
檢活動

四、推廣社區癌症篩檢，主動關懷與健康促進

（一）「關心咱ㄟ好厝邊」ㄧ社區癌篩守護健康
本院於 2019 年續辦理國民健康署之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進行民眾篩檢，同時與 12 區

健康服務中心合作舉辦社區癌症篩檢活動，也深入職場提供篩檢服務，項目包含子宮頸癌、大腸

直腸癌、乳癌、口腔癌四大癌症，2019 年共安排 15 場活動，總計完成 619 人次篩檢。

2019 年癌症篩檢活動共計完成三項成果：1. 結合臺大院區及校總區活動，癌症篩檢共服務

148 人次；2. 辦理職場員工癌症篩檢暨健診活動，提升本院公益形象，並增進職場員工預防保健

知識及身心健康，篩檢服務共計 21 人次；3. 本院與臺北市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合作，擴大癌症篩

檢服務範圍，癌症篩檢共服務 4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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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癌症篩檢社區活動各場成果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次

1 月 6 日 銘傳大學健康中心篩檢活動 16

2 月 16 日 承德里社區篩檢活動 41

3 月 30 日 葫東里社區篩檢活動 32

3 月 31 日 福華里社區篩檢活動 45

4 月 17 日 健康大（中華工程） 篩檢活動 21

4 月 20 日、27 日 岩山里及福中里社區篩檢活動 38

5 月 4 日 永安里社區篩檢活動 52

5 月 8 日、9 日 校總區篩檢活動 94

5 月 11 日 新福里社區篩檢活動 37

5 月 20 日、21 日 大都會社區篩檢活動 50

5 月 26 日 聚葉里社區篩檢活動 43

6 月 1 日 士林區天福公園篩檢活動 30

6 月 22 日 萬華區青年公園（院慶） 篩檢活動 54

7 月 27 日、8 月 31 日 明勝里、天和里篩檢活動 40

9 月 21、28 日 福順里、天福里篩檢活動 26

總 計 619

2019 年社區篩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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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服務隊學生於嘉義縣柴林國小以團康遊戲的方式
教導兒童口腔衛生知識

  陳信銘醫師及楊湘醫師帶領口腔衛生服務隊至彰化縣
頂庄國小進行醫療服務

本院牙科部陳信銘及楊湘醫師帶領牙醫學系口腔衛生服務隊進行義診活動，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至 24 日至彰化縣大城鄉頂庄國小辦理「寒假口腔衛教與醫療服務」活動；7 月 3 日至 7 日

至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小辦理「暑假口腔衛教與醫療服務」活動，提供口腔衛生教育宣導及口腔

健檢醫療服務、學齡兒童塗氟、溝隙封填及牙體復形等診療，並由牙醫學院學生輔以團康遊戲的

方式，教導兒童建立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及知識。

（二）投入醫療人力至偏遠地區進行義診
城鄉發展差距使得偏遠地區醫療資源較為缺乏，加上高齡化社會的衝擊，高齡長者在視力保

健與口腔衛生的問題需要更多的支援與關注。本院有感於此，2019 年持續投入醫療人力、物力

至各偏遠鄉鎮進行義診，以維護民眾健康。

眼科部自 2002 年起與新竹縣衛生局合作進行偏遠地區視力照護及衛教宣導，2019 年透過眼

科假日門診社區醫療模式進行 2 場義診服務，共計服務 80 人次；眼科醫療團隊亦遠赴連江縣馬

祖地區支援當地三合一篩檢，共有 9 位眼科醫師前往，於四個鄉、五個島進行中老年民眾眼睛篩

檢及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共計服務 2,140 位民眾，深受當地民眾的肯定。

眼科義診團隊為新竹縣新豐鄉民眾進行完整的眼科檢查 眼科醫師為新竹縣新豐鄉民眾為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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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醫療團隊積極組團進行義診與衛教宣導活動，7 月 12 日至 14 日由內科部、外科部、

牙科部、眼科部及復健部等一起遠赴金門縣金城鎮舉辦聯合義診，提供當地民眾口腔檢查及衛教、

眼科健檢、高血壓篩檢、外科諮詢、內科身體診察、復健科諮詢等，並於金門縣金城鎮靈糧福音

中心舉辦聯合醫療諮詢與健康講座約 150 人次，活動全程與當地社區有美好連結，並提供正確醫

療資訊，衛教當地居民正確預防保健觀念，也利用活動將本院的服務跨出院外，提高為國人服務

的機會。

  7 月 20 日醫療團隊至六龜社區義診為院童進
行外科檢查

7 月 13 日醫療團隊至金門縣進行聯合義診

  7 月 14 日金門日報大幅報導臺大醫療團隊義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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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北市免費老人健康檢查，提供貼心服務
本院歷年承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之免費老人健康檢查業務，深受市民肯定，健康檢查名

額穩定成長至 2019 年為 3,150 位，為目前服務量最大之合約醫院。每年三月開始至十二月持續

辦理，為長者提供過去病史及歷年健檢報告之整合性評估與建議；針對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長者，

給予個別性衛教指導並協助就醫，同時建置完善轉介及追蹤流程，達成「健康促進、疾病篩檢」

的目的。 

7 月 20 日至 21 日本院醫療團隊至高雄市六龜區基督教山地育幼院，為六龜區社區居民及育

幼院全體人員進行義診活動，共計 70 位育幼院師生進行視力、口腔及內外科綜合篩檢。本院至

六龜社區提供義診服務，至今已超過 20 年，長期關注育幼院院童及師生健康。

3 月 5 日清晨長者至東址排隊取號  工作人員向長者說明健檢登記方式

  7 月 20 日至高雄市六龜育幼院進行義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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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連結各式衛教資源，增進民眾健康意識

（一）健康教育中心及癌症資源中心提供多功能衛教資訊
本院於西址門診區設有健康教育中心及癌症資源中心，健康教育中心提供多功能的衛教諮詢

服務，平均每日服務 209 人次，亦持續辦理民眾健康講座。配合社會脈動，以時下民眾關心的議

題設計衛教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常見慢性疾病、傳染病防治、健康飲食、癌症預防、心理衛生及

安寧緩和醫療等，並針對孕婦與廚房工作人員等特殊族群安排病毒性肝炎防治課程。2019 年辦理

院內講座 72 場次，共 8,555 人次參與，增進員工與民眾對醫療資訊的瞭解。

此外，癌症資源中心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理念，並積極結合院內和民間資源，提供癌症

病友及家屬所需衛教諮詢與資源。癌症資源中心的服務量平均每月 717 人次，除了提供個別諮詢

與資源整合服務外，癌症資源中心也舉辦 16 場醫學講座，計 2,446 人次參與，提供癌症病友家

屬醫療與營養照護資訊。

  健康教育中心與癌症資源中心於西址門診區提供衛教
資訊，供民眾諮詢與閱覽

  癌症資源中心提供假髮借用與試戴服務，提供癌友化
療後掉髮協助

 健康教育中心與癌症資源中心舉辦多場健康講座與醫學講座，提供病友豐富多元之醫療衛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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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提供病友身心靈整合醫療
本院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提供癌症病友及慢性疼痛病友各項身心靈諮詢服務，諮詢項目包括

減壓助眠、音樂輔助療法、藝術輔助療法、太極拳健身諮詢、宗教（佛教、基督教）靈性諮詢以

及中草藥諮詢服務，利用相關輔助療法提供癌症病友和家屬輔助醫療之照護資訊，減低病人及家

屬對於罹病後的不安與恐懼。另結合癌症資源中心合辦康復癌友、太極拳公益課程等團體活動共

計 40 場次，透過團體課程帶給病友間相互鼓勵的動力，進而整理自我內在情緒而達到紓壓效果。

2019 年共提供 1,732 人次的諮詢服務。

（三）小小醫師體驗營，增進兒童的醫療認知
為增進學齡兒童對於醫療場域的認識，提供學童多元職能體驗機會，本院於 7 月 15 日邀請

升小五、小六的員工子女共 40 位參加為期一天的小小醫師體驗營，藉由活動的參與初步認識爸

爸媽媽在醫院工作的使命與辛勞。本活動是藉由本院員工子女參觀醫院的醫療實際運作與體驗，

讓小朋友建立正確的醫療資源使用觀念及日常保健知識，進而了解生命的奧妙和可貴，也可讓學

童更加了解醫療人員（自己的爸爸媽媽）工作的

環境，進而體認醫療助人的神聖意義。2019 年

的體驗活動，除了臨床技能體驗、藉由 UV 檢測

提醒手部衛生重要性的感控衛教、以及參觀胎兒

影像與孕婦超音波檢查外，特別商請本院物理

治療師以健身操的方式，教導小醫師們正確的運

動方式，還增加由護理師帶領小朋友學習照顧

Baby 等豐富而多樣化的學習內容。這項活動獲

得家長和學童 100% 的滿意度和很多正向的意見

回饋，是非常具有意義的活動。

  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邀請李佩懿老師介紹太極拳術式
與保健

  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邀請郭育誠與莫淑蘭藝術治療師
協助以繪畫方式陪同病人作心情調適

  7 月 15 日小醫師們排隊進行影像醫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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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在江副院長的見證下，醫學生帶領小醫師們宣誓醫師誓詞

 小醫師們練習如何照顧嬰兒  小醫師們練習急救技巧

六、舉辦病友團體關懷活動，支持病友克服難關
本院醫療團隊扶植病友成立病友自助團體頗具規模，除了頭頸癌病友的「渴望聯誼會」、乳

癌病友的「真善美俱樂部」與「快樂成長陪伴營」、婦科腫瘤病友的「彩虹關懷團體」與糖尿病

病友的「糖尿病聯誼會」持續辦理各類病友活動與醫學講座外，2019 年醫療團隊持續針對各形

態的疾病辦理醫學講座與病友座談會，邀請醫療、護理、營養、復健、社工、心理等方面的專業

人員演講，並安排病友經驗分享，除了增進醫病間的溝通與互動，也提升病友對於疾病的認識與

自我照顧，頗受病友好評。各類講座包括肺癌、肝癌、大腸直腸癌、淋巴癌、肉瘤、胰臟腫瘤、

康復癌友、心衰竭、慢性肺病、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接受早期療育的兒童家長，以及思覺失調

與躁鬱症等精神復健議題，全年度總計舉辦 360 場。醫療團隊中各職系人員於講座中向病友們說

明疾病機轉、治療方式的選擇，照護與衛教技巧、飲食營養的攝取、社會福利資訊等內容，增進

病人治療的自信，排解病人家屬對於治療的疑慮，增進病友自我的能力，促使病友們彼此認識與

交流，在疾病治療的路上為互相打氣。

145



社
會
責
任

S
ocial R

esponsibility

2019

本院持續結合公益慈善團體的資源舉辦各式支持性與文康性活動，包括緩和醫療病房每月舉

辦慶生會、兒童癌症病房舉辦「活力補給日」、「桌遊同樂會」、親子手作文創、羊毛氈等 DIY

活動、「『讓我照著你』親子攝影」等活動，血液腫瘤病房舉辦拼布包 DIY、腫瘤病房每週舉行

藝術創作與芳香治療的病房活動，也有受家屬與病友每年萬聖節引頸企盼的兒童醫療大樓「英雄

萬聖趴」聯歡活動，向病人及家屬親切關懷與打氣，讓住院治療的病人與家屬暫時忘却病痛與不

適；此外，復健部早期療育團隊舉辦 9 場次的團體方案，包括親子芳療、物理治療訓練與伸展、

繪本共讀、親子溝通與音樂治療等活動，增進親子互動；另外也由社工師偕同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與語言治療師舉辦早期療育兒童及家長親子旅遊活動，前往林口亞太生態園區，除設計闖

關活動讓醫病間相互認識，也進行焢窯體驗、甲蟲彩繪存錢筒 DIY，並安排生態園區導覽，徜徉

於大自然懷抱，家庭彼此交流；針對接受早期療育兒童之幼小教育銜接，本院各辦理 1 場次的入

幼兒園、入小學鑑定安置說明會，增進家長對於入學教育之瞭解與規畫。 

  4 月 26 日舉辦乳癌醫學講座，邀請腫瘤醫學部張端瑩
醫師演講「乳癌的藥物治療」

  1 月 10 日舉辦頭頸癌病友團體，邀請牙科部李正喆醫
師演講「漫談口腔癌」

   3 月 26 日舉辦胰臟腫瘤病友醫學講座，邀請腫瘤醫
學部呂理駿醫師演講「胰臟癌簡介」

   9 月 13 日糖尿病友聯誼會舉辦「健康樂活營」活動，
病友們賣力擺動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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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年一度的早產兒回娘家活動，在 2019 年 11 月 2 日登場，當日共有 90 位早產兒參加，

除接受健康檢查與發展評估外，還包括暖身舞蹈、最佳親子臉票選活動、小朋友才藝表演等精采

節目。現場有早產兒成長海報、文章、繪畫作品展示，活動總計逾 500 位早產兒及家長參與。

  5 月 16 日舉辦腹膜透析腎友團體，由林家德物理治療
師講授「洗腎病人日常運動衛教」

  6 月 29 日舉辦肺復原病友團體，由呼吸治療師與社工
共同帶領慢性肺病病友進行「趣味遊戲」

  10 月 20 日舉辦入學鑑定及安置座談會，邀請臺北市
西區特教資源中心顏瑞隆主任演講，協助早期療育的
家長瞭解入學鑑定安置流程

  12 月 25 日舉辦腫瘤病房藝術創作團體，於陽光室與
病友家屬一起創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燙金紅包袋

  10 月 31 日兒童醫療大樓為病童舉辦「英雄萬聖趴」
活動，吸引病友合影

  10 月 31 日兒童醫療大樓舉辦「英雄萬聖趴」活動，
與醫療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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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日緩和醫療病房舉辦慶生會，邀請臺大崇德青
年社為病人慶生

  12月7日緩和醫療病房舉辦喪親家屬聯誼活動，以「彩
虹橋上的相遇」為壓軸，為家屬與思念的家人祝禱

  7 月 4 日舉辦早療「慢飛天使」家長支持團體，由社
工師與臨床心理師共同帶領接受早期療育兒童的家長
進行

  5 月 18 日舉辦「THE RAINBOW BRIDGE」兒科喪親
家屬團體，呂立醫師參與團體與病童家屬相互交流

 11 月 2 日兒童醫療大樓舉辦二年一度的「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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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保護

（一）持續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專案
為妥善扮演社會公民的角色，本院對醫療資源有效再利用與節能計畫亦不餘遺力，2019 年回

收再利用量已達 102,506 公斤，較 2018 年 49,350 公斤增加 53,156 公斤達 2 倍之多，資源回收

再利用成果豐碩，同時減少焚化廢塑膠產生戴奧辛對地球環境衝擊，善盡本院社會公益責任。本

院推動全院所有資源回收物的後續再利用措施，將資源回收物品進行拍賣，目前辦理之資源回收

物分別有紙類、馬口鐵、保特瓶、透析瓶、廢軟袋及廢玻璃等品項，2019 年回收率約 20.83％。

回收物品經統一處理後，並進行公開標售，不僅可達到垃圾減量之目的，更可增加醫院之作業外

收入，2019 年總計回收 1,228 公噸。

（二）減少紙張使用，推廣會議無紙化
為能減少紙張耗用及降低銷毀汙染，本院持續推動各項措施電子化，包括已推動多年之電子

化病歷，各式病歷紀錄與表單已逐步完成電子病歷建置，另外本年度於部分同意書也採用經醫療

團隊說明後使用電子簽章方式，朝向病歷完全電子化邁進；另外行政作業重要的公文管理系統，

也全面推動電子化，2019 年透過電子公文系統，估計減少了 746,712 張的使用，若換算成樹木則

是減少 89 棵樹木的砍伐，且此兩項措施除減少大量紙張的使用外，也降低傳送文件的人力資源。

本院使用「無紙化會議系統」，全面節省紙張費用、節約人力及空間成本。統計 2019 年共

計召開 33 場會議，累積節省 12 萬 2 千餘張紙，節省運送機密文件約 49 箱，若換算成樹木則是

減少 30 顆樹木的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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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本院急難救助基金補助表

醫療費 生活費 團體活動費 喪葬費 照顧費 醫材費 其他雜支

人次 810 202 89 11 247 31 38

補助比例 58.83% 10.23% 3.25% 1.20% 23.09% 2.09% 1.31%

（三）節電措施，降低碳排放量
為節省能源執行節電措施，2019 年本院東、西址及兒童醫院，進行汰換空調冰水主機 3 部，

水泵 7 台，汰換具有電力回升裝置電梯 17 部，並將老舊 T8 燈具及 T5 燈具改為 LED 燈具共 5,900

盞。2019 年共計節電 2,814,800 度，相當於減少 CO2 排放量 1,559.4 公噸，相當於 3.99 座大

安森林公園減少的碳排放量（以每座大安森林公園相當於減少碳排放量 390.4 公噸，1559.4 公噸

/390.4 公噸 =3.99 座大安森林公園），另亦節省本院電費支出 6,359,296 元。

八、運用捐款協助弱勢民眾安心就醫

本院為健保合約醫療院所，惟至本院就醫之病人尚有少部份因失業、身心障礙、家庭支持系

統不佳等因素，處於經濟困窘的情況下，同時又要面對疾病的治療，可能會產生醫療費用、自費

醫材、自費藥物或乏人病床邊照顧等多重經濟相關問題，均有賴本院社會工作室對於病人之家庭

進行經濟評估，並連結本院或外界捐款資源予以協助。

本院設有專戶收受善心人士捐助急難救助為用途之捐款，協助在本院治療之貧困病人，

2019 年本院急難救助基金總計有 3,992 人次捐款，並補助 1,428 人次，補助內容主要以就醫期

間之本院醫療費用為主，佔 58.83％，減輕病人及其家屬的經濟壓力；其次為照顧費用補助，佔

23.09%，提供弱勢無家屬的病人在術後較為虛弱、且無力自行照護時，有專人協助，期待透過捐

款的補助，增進貧困病人的適應與復原能力。詳細補助內容與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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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 一 ) 形塑舒適、安全的就醫環境
1. 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2019 年本院擴大推動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以下簡稱 SDM）之資

源投入與實踐，將全院 26 個醫療與醫療支援科部納入院層級平衡計分卡推動之主責單位，且

更著重於資訊化推展，將 REDCap （Research Electronic Data Capture）系統應用於 SDM

的資訊啟動與管理，保留各團隊開發具實證基礎之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Patient Decision 

Aid, PDA）之創意設計於資訊化的進程，透過於院內 Portal 系統建立資訊專區，當病人可於

單張上使用手機掃描 QRcode，即可線上閱讀 PDA 內容並回饋價值選擇之意見，亦可將此資

訊分享他人，協助病人不限時間與空間參考決策資訊。而各 SDM 管理者亦可於 REDCap 動態

檢視各啟動之個案偏好進行追蹤，亦可了解病人與家屬線上填答的成效評估意見，節省 PDA

紙本收集人力與時間耗費，以提升管理效率，2019 年全院共計上線 38 個 SDM 之主題。未來

本院將持續落實推動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鼓勵病人家屬依實證照

護與聰明就醫原則參與醫療決策，透過醫病雙方共享決策之過程，協助病人做出最符合需求之

醫療決定。

 臺大醫院 SDM 資訊化：基本資料、過程紀錄與成效評估

2. 感染管制 E 智慧計畫

感染管制首重風險管理與監測，透過及早發現和釐清問題，有效迅速進行介入措施。精準

快速、穩定一致、普及全院的監測系統是感染管制的重要基石。本院組成跨專業開發團隊，整

合現有資訊庫，發揮創意建構主動、全方位的即時偵測系統，包括臨床微生物智慧監測系統、

醫療相關感染即時監測系統等。針對監測項目完整度、應用範圍、持續線上運作及續航開發來

看，本系統達世界水準，未來本院將持續與資訊室合作優化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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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逐步建置住院自動化藥品管理系統

智慧藥櫃（Automated Dispensing Cabinet, ADC）為理想的住院藥品管理模式，2018

年度已完成的先期計畫，成功導入 ADC 於四個病房，為全國首例成功應用 ADC 系統於全病房

常規用藥，並涵蓋放置 80% 以上藥品使用量，且加護病房及普通病房均適用；未來期待在第

二廠牌完成試用評估後能順利執行，成功推廣至全院各病房，精實藥品管理流程，強化藥品管

理成效，保障病人用藥安全。

4. 細胞毒性藥品自動調製系統

細胞毒性化療注射劑調製有其特殊性，在調製時須在控制的清淨室內進行，又因細胞毒性

藥品可能造成操作人員與環境的危害，故需在嚴格控制的負壓環境與設備下，由經過訓練的藥

師進行調製，以降低操作人員與環境的風險。以全自動化的機器手臂代替人員進行化療藥品調

製，是目前先進國家醫療科技發展的趨勢，不僅確保用藥安全且降低調劑風險。本院 2019 年

底接續東址化療藥局清淨室的整建，完工後再購入自動調製系統 2 套，期待未來能成功整合既

有工作流程，使自動化與人工作業有效分流，使自動調製系統發揮最大功效。

( 二 ) 國家政策持續推動
1. 持續推動分級醫療，健全健康照護網

本院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於 2019 年 6 月 10 日奉核成立，該中心成立目標為深

化醫療整合、建立院際合作、強化轉銜照護、推廣體系醫療，刻執行五年期臺大醫院醫療體系

星月計畫，2018-2019 年共有合作院所 419 家。2020-2021 年星月計畫共有 462 家院所進行

簽約。2020 年將推動院內整合門診及個案管理系統，讓高醫療資源耗用者和末期病人得到更

適切的照護，減少多重就診並整合多重用藥。院內將進行聰明就醫（Choosing wisely）教育

訓練，舉行四場合作院所的教育訓練與共識交流會議。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的願景將

致力於共創三贏：分級轉診典範、優質機構合作、永續健康守護，以配合國家政策與老化社會

需求，推動分級醫療。

2. 持續因應高齡趨勢

臺灣 2018 年 3 月正式進入高齡社會，推估在 2026 年將由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為

落實老年長者整合醫療服務，本院進一步推廣老年醫學周全性評估門診，參與衛福部健保署

「以病人為中心整合計畫」，期望極大化其整合照護功能，降低老年病患重複就醫、重複用藥

問題，同時提升長者用藥安全，達成健保署、病人、醫院三贏的全人醫療照護目標。

此外，本院「出院規劃專責團隊」秉持以病人為中心提供服務，運用團隊協調合作，依照

病人復健潛能，適時提供急性後期照護整合計畫或長照 2.0 復能多元服務之轉銜建議，並運用

本院發展之「中風後復健治療應該如何選擇？」、「功能下降長者出院的出院照顧方式該如何

選擇？」等醫療決策輔助工具，預期能創造更友善的全人關懷轉銜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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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跨科服務整合－規劃成立神經醫學中心
鑒於腦血管疾病近年來皆為全國十大死因前三名，相關治療及照護需求日益倍增，因此本院

規劃成立「神經醫學中心」，依計畫整合神經部、神經外科及復健科，並以病人為中心，將住院、

檢查及復健整合於同一樓層，有助於提升醫療服務品質、醫學教學與研究發展量能。另外此中心

跨部（神經外科、神經部與復健部）團隊合作，整合服務空間將可使醫療服務更優化，故規劃該

中心設置於東址 7 樓，以充分發揮急重症醫療量能，守護民眾健康。預計於健康大樓完工前 2 年

（2021 年）逐步規劃，將東址空間做最適化、最佳化整合，提供更優化的醫療服務。

( 四 ) 醫療創新－引進術中磁振造影及設置術中影像定位電腦斷層系統開刀房
為提高外科醫療品質、提高手術精準度，減少併發症及復發率、增加切除正確率等，本院規

劃於東址 4 樓，新增一間磁振造影室（MRI），平時亦可供影醫部檢查使用以縮短排程；另同時

也新增一間複合式術中影像定位電腦斷層系統開刀房（Hybrid OR），預定 2020 年第 4 季開工，

2021 年完工。

( 五 ) 持續改造院區建築空間
1. 健康大樓主體工程

本工程結構標於 2018 年 10 月開工，2019 年陸續完成主體區連續壁、壁樁的施作，並持

續進行土方開挖及安全支撐的架設，2019 年底已開挖至地下 14.4 米（總開挖深度為 21.1 米），

預計 2020 年 5 月將完成主體區所有土方開挖及安全支撐之架設。而機電裝修標方面，因實際

進場施作時間約在 2021 年，預計 2020 年將會決標。與本案有關的鍋爐室拆解與重組工程，

2019 年底完成重組圖說之製作，將於 2020 年完成重組吊運標之招標工作。健康大樓完成後

將有助西址空間再造，有效紓解古蹟區門診負荷，提升本院整體醫療服務品質，開創醫療新紀

元，而重組後之鍋爐室將規劃為獨樹「醫」格之「醫療博物館」，此新舊建物共融的特色，不

僅彰顯著本院任重道遠、繼往開來的歷史傳承，也在現代與過往交錯衝擊中尋求出平衡共榮的

典範。

 健康大樓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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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森研究大樓

本院林森大樓主要規劃為教學研究等相關空間，且慮及未來變化之因應、多元需求等，故

未來將機動調整空間配置。本院林森大樓新建工程案計畫修正說明書於 2019 年 7 月 30 日教

育部同意後，工程規模已調整為地上 6 層、地下 3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一棟；其基本設計

審議作業亦經臺灣大學 2019 年 11 月 13 日校園規劃小組會議、2019 年 12 月 4 日校務發展

會議通過，後續將提報教育部經費審議，預計 2020 年將完成細部設計、招標書圖、都市設計

審議、建造取得等作業。

  林森大樓新建工程案 3D 模擬圖

3. 仁愛醫護大樓

本院仁愛醫護大樓規劃案持續進行興建前之各種前置作業，包括先期構想書撰寫、成立仁

愛醫護大樓籌建委員會等。此大樓興建用途主要聚焦於解決本院人力後勤空間不足之問題，而

新增空間將用於改善醫護人員住宿環境、增進員工關懷活動措施及福利設施（如員工子女托育

環境），期待未來新大樓創造出延攬及留任優秀人才的舒適環境。

4. 連通捷運站與中山南路地下道工程

為使捷運旅客能由捷運臺大醫院站直接到達本院東址大門，並解決中山南路與常德街口交

通擁塞問題，本院商請臺北市政府闢建常德街人行地下道，於 2018 年起辦理規劃設計，2019

年完成細部設計，本工程緊鄰臺大醫院舊館市定古蹟及臺北賓館國定古蹟，北市文化局已於

2019 年 9 月同意本興建案，文化部則仍在審理中，本案預計於 2020 年中施工，2022 年中完

工。另為使本院西址對外交通維持順暢，常德街將分東西兩段分期開挖，而地下道出風口也分

設在兩端，對本院景觀之影響將降至最低。完工後之地下道長約 195 公尺，內部淨寬 6 公尺，

淨高 3.75 公尺，將可提供行人一個安全、舒適、寬敞的通道，並有效改善本院周邊長久以來

的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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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劃醫療博物館

本院鍋爐室獲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未來鍋爐室原址將轉塑為醫療博物館，以期將本院

在臺灣醫療發展上之努力與貢獻留下珍貴的記憶，發揮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未來於博物館重

組計畫完成送審後，隨即展開工程招標及動工，工程預訂於 2023 年完工。未來亦將啟動「醫

療博物館籌劃工作小組」會議，研議規劃未來醫療博物館的文物典藏管理、策展方式、教育推

廣及營運管理模式等，並朝向將西址古蹟區及鍋爐室融合為一個博物館區的概念，營造俯拾皆

是歷史文物的氛圍，讓本院醫療人文與風華典範永續留存。

二、發展完善研究平台，提高臨床研究量能

( 一 ) 持續建置次世代定序研究服務核心設施
次世代定序之高輸出量與高解析度的特性可縮短相關研究的解序時間，大幅拓展基因體研究

的廣度與深度，此技術亦可應用於臨床診斷上，如癌症基因篩檢、遺傳性基因檢測、非侵入性胎

兒產前診斷等，檢視個人基因樣貌，發展個人化醫療。本院為提升研究環境，以利發展卓越研

究，2017 年底在共同研究室建置 NGS Core，購置自動化檢體製備建庫系統，並增聘研究人員

協助院內同仁進行精準醫學研究，服務項目包含：免費實驗設計諮詢、檢體萃取、基因庫製備、

Miniseq 定序、高通量資料與生物資訊分析，並協助發展臨床檢體檢測及定序技術於臨床之應用。

相關實驗之服務已超過 1500 個樣本，檢體來源及研究需求各異，所有案件均是客製化進行。除

了研究服務，也積極參與臨床基因檢測研發工作，包含癌症基因檢測平台效能評估，特殊基因變

異偵測技術研發，與表觀遺傳相關技術建立等。預計於 2020 年將建立創新技術，包含單細胞多

體學實驗方法及長片段定序技術等，協助增加院內研究之深度與影響力，進而增加高品質論文之

數量。

 次世代定序核心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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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擴大大數據醫療整合資料庫之發展
因應大數據資料庫為世界研究發展趨勢，且本院與各分院服務量高，加上所屬資訊系統可互

通，進而有利於發展大數據之研究資料庫。為建立更便捷申請方式，於 2019 年 5 月將臺大醫療

體系醫療整合資料庫申請方式，轉為線上申請，有效整併過去多份表單填寫作業；此外，主動提

供線上案件申請進度表，讓研究者由線上得知申請案件進度。本院也持續將臺大醫療體系醫療整

合資料庫擴大資料庫涵蓋範圍，增加資料庫的可用性與研究價值。本院亦主動提供諮詢服務，積

極針對申請人所遇到問題，提出討論及尋求解決方案，顧及資料庫內容並符合申請研究者之需求，

兼備資訊安全與維護病人權益，符合本院及國內相關法規，持續提升本院研究質量。

為提升臺大醫療體系醫療整合資料庫之使用與加值服務，於 2019 年起規劃成立技術指導委

員會和使用者委員會，提供流行病學諮詢與使用資料庫的回饋機制；此外，為確保資料正確性、

提升資料安全性與工作效能，本院醫學研究部與資訊室共同規劃升級及建構 2.0 版「臺大醫療體

系醫療整合資料庫」，與臨床部室合作建立主題式資料庫（如：特定疾病群資料、加護病房資料庫、

藥局資料庫等），以因應各項申請案件，不僅提升臺大醫療體系醫療整合資料庫之發展及服務，

而且共同提升本院研究質量。

( 三 ) 提升研究經費與資源
2019 年本院持續挹注研究經費及相關資源，協助並鼓勵年輕醫師與首次申請研究計畫之同仁

投入醫學研究，亦重點支持跨領域團隊合作之整合型計畫，給予計畫團隊相當資源，以期能提升

本院研究之質與量。

研究經費部分，本院 2019 年度的研究計畫預算編列超過 2 億，亦新增補助類別「首次通過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鼓勵首次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同仁，能有更充裕的研究資源

進行研究。研究資源方面，本院舉辦各式研究相關的經驗資訊分享會，包含辦理第 2 次的「出國

進修經驗分享會」，邀請剛回國的同仁分享出國進修申請與生活經驗，讓有興趣的同仁瞭解出國

進修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狀況與各種進修條件的限制，未來將持續規劃建立出國進修地點的人際

網絡資料庫；另外，在研究計畫申請部分，2019 年首次舉辦「國衛院研究計畫申請經驗分享會」

及「科技部計畫申請經驗分享會」，藉由前人的腳步為借鏡，盡力推廣與鼓勵同仁有更豐富的研

究風氣，不斷精進自我研究能力，持續辦理科技部計畫撰寫之導師輔導專案制度，邀請各研究領

域有豐碩成果的前輩帶領年輕同仁進行一對一之計畫內容撰寫輔導，以提升本院同仁對外爭取研

究資源與經費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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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研究之風氣，鼓勵同仁從事學術研究並發表論文，經本院醫療研究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提高本院研究論文發表獎勵金額度，依現行研究論文獎勵金額度是依據 Impact Factor（IF 值）

或 IF 值領域排名來計算，本院將調高 IF 值每點獎金之金額。另考量部分領域之 IF 值普遍偏低，

亦提高以領域 IF 排名前 15% 及前 5% 之點數金額，以確實提升本院研究及醫療之水準，並達激

勵研究的成效。針對年輕的研究者，本院提供英文論文編修、評估與統計諮詢等相關服務，讓同

仁除了能全心做研究之外，在計畫執行有一定的成果後，也能將研究成果發表分享。未來將持續

的深入規劃相關政策及宣導活動，以有效地提高本院之學術風氣及培養研究能力。

持續優化全院的研究環境，改善研究計畫申請流程，本院醫學研究部 2019 年度參考科技部

與其他醫院之研究計畫線上申請與審查工具，根據本院各科部申請狀況與使用者需求評估，透過

與資訊室、總務室及相關廠商溝通規劃，開發本院「研究計畫線上審查系統」，擬將本院研究計

畫之申請、資料彙整、審查作業、結果通知等繁複表單流程線上系統化，提升研究計畫申請與審

查的辦理效率與正確性，並優化審查作業進行。

( 四 ) 前瞻醫學規劃
1. 細胞治療研究

本院細胞治療中心打造 2 間千級無菌實驗室，致力於提供臨床細胞治療研究優質研究空

間，本院已有 2 個研究者自行發起之細胞治療試驗案於該中心通過 GTP 訪查，除提供硬體服

務外，亦提供計畫申請輔導、標準操作程序書協助撰寫，以協助年輕主治醫師快速建立細胞

治療所需軟體文件，該中心協助臨床研究案例至今約 5 件；2019 年 2 月開啟隔離操作箱服務

（Isolator Service），提供院內高安全性細胞治療環境，協助院內研究人員進行臨床細胞治療

研究，預計於 2020 年 6 月底以隔離操作箱執行 ｢ 生產臨床等級的抗 CD19 嵌合抗原受體 T 細

胞治療 B 細胞癌症 ｣ 計畫臨床前測試，並於 2021 年 6 月申請臨床試驗審查。

 細胞用隔離操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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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智慧醫療研究

為因應新世紀人工智慧醫療研究趨勢，本院除積極規劃智慧醫療中心，以 Big data 研究

群，主動針對關鍵性臨床議題，運用整合資料庫分析提供 Real world data，驗證隨機對照試

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結果或成為設計新 RCT 的基礎。搭配跨界合作，

研究機構除本校外尚包括：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美國匹茲堡大學（Uni-

versity of Pittsburgh）、陽明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AI Labs）。另本

院設有 AI 專案管理機制，負責推動尖端醫療發展，掌握全院亮點 AI 研究項目，2019 年亦全

院公告徵求「人工智慧醫療研究儲備團隊」，積極協助 AI 研究團隊跨業合作，設立單一聯絡

窗口，由專案管理師協助合作議約、簽署合約、研究障礙排除、專利及技轉等事務。

( 五 ) 持續改造圖書空間
本院圖書室（簡稱醫圖）第二期「醫學圖書館閱讀討論區與行政辦公室整建工程」2019 年 11

月 1 日動工，2020 年 5 月 28 日竣工。本期改造工程規劃了學習共享空間，促進交流分享、腦力

激盪，融合開放討論區、陽光閱讀區、會議室、討論室、影音欣賞區、簡報練習室 ...... 等元素，並

提供創客資訊設備，讓使用者體驗多媒體製作、3D 列印科技；全館各樓層廁所進行翻新、並增設

無障礙廁所及茶水間；整合行政辦公室空間讓同仁集中辦公，並搬遷至鄰近讀者閱覽區的位置，

以提升服務與行政效能。未來，本院醫圖將持續進行第三期「讀者閱讀環境優化計畫」工程，期

待呈現溫馨舒適的空間及嶄新優質的服務。

 嶄新圖書室入口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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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續提升研究倫理之實踐與效能
1. 學術倫理委員會暨研究誠信辦公室

近年來國內外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時有所聞，不少國內外知名學者涉入其中，除了對學術

界造成重大傷害，更影響大眾對學術研究之觀感。為了增進本院學術研究之質量，確保研究流

程合乎相關規範之要求，本院於 2018 年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並訂定本院學術倫理委員

會設置辦法、研究人員學術誠信規範及學術倫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以協助本院學術倫理委員會

之運作及負責本院研究誠信業務之推動，且擔任與校總區及醫學院研究誠信等相關業務溝通之

橋樑。

為使研究誠信相關業務可以獨立公正運作，於 2019 年 5 月聘僱研究誠信辦公室專職人員，

並於 2019 年 10 月將本院論文稽核等業務由醫學研究部移轉至「研究誠信辦公室」負責，由

學術倫理委員會督導，同年 12 月指派研究誠信辦公室執行秘書及主任訂定本院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要點，以確保本院學術研究之水平及維護研究之誠信。

2. 研究倫理委員會暨行政中心

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之設置，乃是為確保醫學研究能符合科學與倫理之正當性、並

保護參與研究的受試者。委員由具專業知識的醫療人員、倫理法律專家、社會公正人士、非醫

學背景之民間團體代表等組成，負責審查研究計畫是否具備科學之有效性、合乎倫理與法律規

範、是否能以受試者可以理解的方式來進行知情同意，以確保受試者權益。未來，本會將繼續

朝提升審查效率、制定相關規範及作業表單、提供與時俱進之研討及教育訓練課程，持續提升

本院研究倫理之實踐與效能。

3. 臨床倫理委員會暨工作小組

本院「臨床倫理委員會」之設置，旨在推動本院臨床倫理事務之研議、提供倫理諮詢服務、

進行器官移植審查，以保障病人與同仁等之權益。委員會下設有「政策研議與教育小組」與「倫

理諮詢小組」，前者依據同仁常遭遇之臨床倫理問題、因應醫療法規之進展，研擬相關倫理政

策指引及實施策略，並透過規劃全院臨床倫理教育訓練以落實；後者提供臨床倫理諮詢服務，

即時協助同仁解決臨床倫理之困難案例。未來，本會將擴大辦理「醫事人員醫學倫理暨法治教

育訓練計畫」，與各科部「臨床倫理代表」合作進行需求評估及課程研發，俾使內容更符合同

仁業務需求，綜整教育訓練資源，以提升臨床倫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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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教育訓練管理系統架構圖

三、培育優秀人才，傳承本院願景與使命
( 一 ) 建置臨床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為提升教學品質及落實評鑑資料無紙化，本院自 2017 年開始推動建置臨床教育訓練管理系

統（E-portfolio），計畫為期三年，西醫、牙醫、醫事職類 PGY 及西醫 UGY 系統已分期上線；

第三期之住院醫師、牙醫及醫事職類 UGY 系統於 2018 年 11 月啟動建置，並於 2019 年 8 月完

成上線。本系統將持續依各科部使用狀況進行優化，使臨床使用上更加完善。俟臨床教育訓練管

理系統全期建置完成後，未來將再陸續規劃推廣至分院使用，以延續並擴展本院培育優秀人才之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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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提升教學專業技能
因應醫學系學制變革，為保障病人安全及落實 primary care 制度，特整合七年制醫學系五年

級技能課程及醫學系六年級技能補強訓練，開設「醫學臨床技能之理論與實務 ｣ 必修課程，課程

內容包含手術室無菌技術 ( 刷手、穿手術衣 )、基本手術技能 ( 綁線、縫合 )、心電圖 (EKG)、血液

培養 (Blood culture) 及真人互抽練習、壓瘡 / 換藥、移除引流管及縫線、氣管插管等臨床技能。

並於新制醫學系六年級臨床實習前開辦基本臨床技能訓練（含 IV、Foley、抽血 / 真空採血器使用、

ABG/ 安全針具），亦持續辦理科部一般 OSCE 測驗（含內科部、外科部、婦產部、小兒部、急

診醫學部），安排資深教師針對臨床常執行之技術進行檢測與輔導，並透過畢業前臨床技能攻略

實作，強化實習醫學生之臨床專業技能，達成新制醫學系畢業基本臨床技能之標準，以培育更多

優秀醫療人才。

 醫學臨床技能之理論與實務 - 縫合課程教學

( 三 ) 鼓勵臨床教師投入教學，增設教學獎勵
為多元鼓勵教師投入教學，除院層級之「教學特殊優異獎」，本院創新增設科部層級之「教

學付出獎」，依各科部醫事人員人數分配 1 至 5 名「教學付出獎」名額，由科部自訂推薦機制或

措施，推選優良教師，每名受推薦教師將獲頒獎狀及獎金，期望以健全的獎勵措施增進教學動機，

提高本院教學品質。

四、提升臺大醫療體系服務綜效

（一）籌劃新竹生醫園區分院，發展生醫科技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第一期醫療大樓於 2017 年 2 月動工，2018 年完成土木建築，2019 年 12

月 16 日正式開幕營運。第二期研究大樓 2019 年完成細部規劃設計，預計 2020 年 8 月正式動工

興建，2023 年完工後，接續進行第三期特色醫療暨人工智慧醫療中心之規劃。本院期許未來新

竹生醫園區分院完成「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照顧大新竹地區民眾健康」之使命，並提升我國

新醫療器材與新藥之研發轉譯醫學能量及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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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推動大新竹分院整合
「新竹臺大分院」係由新竹、竹東及生醫三分院進行組織整併合成一個機關，下設兩個醫事

機構（新竹醫院、生醫醫院竹北院區及竹東院區），以利醫院間人力及資源互相支援，提供醫學

中心等級之醫療服務。各醫院之任務分工規劃上，「新竹醫院」將維持新竹地區重度級急救責任

醫院之角色，引進尖端影像及治療設備，建置急重症、心血管、癌症整合照護等中心。「生醫醫

院竹東院區」將提供亞急性、慢性長期、老年、精神照護等社區醫療、偏鄉醫療為主之醫療服務。

「生醫醫院竹北院區」將提供新竹縣民急重症醫療功能（如：中度級急救加護、心血管中心、神

經醫學中心），並以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務。

新竹臺大分院設立案，教育部於 2019 年 8 月 28 日函覆，原則同意生醫分院及竹東分院整併

為生醫醫院（醫事機構整併），新竹、竹東及生醫等 3 分院機關整併，則請本院另循程序提報。

衛生福利部於同年 10 月 15 日許可生醫分院及竹東分院整併為「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醫事

機構整併）。

整併計畫書於 2020 年 2 月函送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查，同意後將再辦理組織規程送審、機關

及基金代碼申請等事宜，預計 2021 年元月正式以新竹臺大分院營運。

（三）強化資訊、通訊科技之應用
1. 資材倉庫自動化倉儲管理系統，發展體系物流配送中心

為提升本院及生醫分院資材倉庫倉儲作業運作效率及倉庫空間的有效整合運用，導入專

業資材倉儲管理作業系統與現有醫療資訊相關系統結合，規劃並建置從資材入庫作業之條碼運

用、儲位規劃、揀貨及出庫作業之電子標籤輔助、條碼管控乃至資材出庫批號紀錄及有效期限

控管，使倉儲作業效率及空間效益更加提升。系統預計 2020 年上線運作，未來將成為本院醫

療體系重要之物流配送中心，後續視成果推展至分院。

 自動倉儲標籤、棧板及儲位電子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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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數據資料分析 AI 系統及智慧醫療中心籌備

全球對大數據資料的分析、人工智慧應用發展極為重視，又因隨著高效能硬體資源發展普

及與 AI 演算技術精進成熟，加上有累積長期大量的數據資料，許多研究逐漸朝向以人工智慧

手法尋求解答，透過大量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之運算技術，可從複雜的巨量資料中，主動找出

隱藏、未知的重要訊息，並加值產生具應用價值的集體資訊，以協助研究者探勘出特別的資料

涵義，再加以使用和闡述。

為研發精準醫療人工智慧輔助決策系統，本院醫療體系醫療整合資料庫之 AI 研究案需透

過大數據分析及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建立臨床及醫療相關之預測模型，以提供個人化的疾病

預防、診治和康復照護醫療建議。然而隨著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及大數據的時代來臨，人工智

慧演算法所需資料量愈來愈大，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人次以上之病歷與影像資料皆為計算分析之

材料，病人隱私及本院資料財產外洩風險與嚴重性亦愈高，為使 AI 研究案皆能於本院分析專

區中有效使用，將提供院內研究者於院區內註冊設備全天的運算存取服務，不受限於傳統實體

隔離資料分析專區之管制，在安全與方便間取得平衡，以提升研究支援效率。

2. 玻片數位化影像資料庫系統，發展檢體智慧判讀

傳統檢體玻片為實體玻片保存，實體玻片無法避免變質、褪色或發霉的狀況，當醫師要

討論病情時，須到實驗室看實體玻片或拍照，非常不便，且容易遺失及管理耗時。本院預計於

2020 年導入數位玻片系統，整合病理部玻片掃描機及檢醫部血液組之數位影像，建立影像數

位化資料庫，作為此類影像人工智慧的基礎建設，未來將透過醫療影像人工智慧，讓醫師減少

重複性的工作、協助醫師更有效率完成複雜度高的診斷。

 玻片數位化影像資料庫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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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推動智慧醫療，本院預計於 2020 年成立智慧醫療中心及智慧醫療規劃案審議委員

會，依本院智慧醫療發展願景執行相關規劃案，包括本院特色領域智慧醫療系統之建置、研究

團隊已經驗證之雛形系統（模型）之優化等，有組織及計畫地研發智慧醫療並整合至醫療服務

中，以減輕醫護同仁重複性之工作量，輔助加速判讀效率，提高醫療服務品質。

 未來醫療整合資料庫資料使用方式

 AI 媒合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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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國際交流
1. 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本院「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針對前往新南向國家人員及該國來臺人員，設計出國前、

中、後的個人化健康管理服務。2019 年度延續去年建置之基礎，持續提供電話諮詢、諮詢網

站及諮詢信箱等服務。截至 2019 年底，網頁造訪人次已經超過 32 萬人次，顯見民眾對於新

南向相關健康資訊的需求，也代表本中心網站內容確實得到廣大使用者的肯定。另外，該中心

亦推廣服務至相關政府單位、企業、外派人員、志工團體、與新住民團體等領域。2020 年除

了持續經營過去一年已合作過的機構團體，亦將聚焦在臺商、海外工作者、海外志工、新住民

相關團體、及僑外生之推展，擴大中心之觸角，提供衛教宣導。並藉由與疾病管制署的持續合

作，以及國際交流之經驗，優化該中心之服務。期許在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也成為往來新

南向國家人員最佳的健康維護後盾。

 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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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積極參與國際衛生活動

醫學中心任務指標包含「積極參與國際衛生活動、提供必要國際醫療援助」，本院對於

國際衛生活動持續積極參與，近年在外交部、衛生福利部及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等單位的支持

下，本院與國外醫療機構的交流更為密切，成效更為豐富。目前執行的國際醫療援助內容包括：

醫療器材援助平台計畫、臺越國際醫療交流計畫、臺蒙國際醫療交流計畫、運用醫療科技提升

瓜地馬拉孕產婦與新生兒保健功能計畫，以及配合政府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發展計畫，以印

尼為主要合作國家，促進醫衛合作與產業鏈之連結，完成政府一國一中心之新南向醫療衛生合

作計畫。此外，本院也積極參與 WHO 轄下衛生專業機制所召開之各項會議、參與跨國臨床試

驗計畫及國際性組織，提升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未來，期望以此模式持續提升本院體系的

發展能量，發揮國際上非官方的影響力。



出版機關：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發 行 人：陳石池

總 編 輯：王亭貴

執行編輯：林美淑　陳清芬　倪嘉慧

編輯小組：（依姓名筆劃排列）

　　　　　王鎦錚　李君峰　李佳宜　李美美　林欣潔

                    洪久茹　徐姿鎔　連子慧　陳約任　陳莉卿  

                    張家鳳　張維典　簡光澤　蕭    菁

美術策畫 : 盛望徽　呂志成

美術編輯 : 胡淑慎

地　　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 號

電　　話：886-2-2312-3456

傳　　真：886-2-2322-2431

網　　址：http://www.ntuh.gov.tw

初　　版：2020 年 5 月

ISSN：2227-3131
GPN：2009905149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

財產權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 電話：02-23123456-71622)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