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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 A 類、考察訪問 

        □ B 類、出國短期研究 

                       ▓ C 類、國際會議 

 

 

題目： 
第二十六屆歐洲骨科研究學會年會 

(26th European 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 Annual Meeting)  

(EORS 2018) 

 

服務機關：台中榮民總以院 骨科部 

姓名職稱：王舜平 主治醫師 

前往國家：愛爾蘭 高威 (Galway, Ireland) 

出國期間： 106/09/25~09/28 

報告日期： 10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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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參與的會議為第二十六屆歐洲骨科研究學會年會(26th European 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 Annual Meeting, EORS2018)，今年在愛爾蘭 高威(Galway)小鎮的 The 

Galmont Hotel 會議中心舉辦，會議舉辦期間從 106 年 9 月 25 日到 106 年 9 月 28 日，

這個世界性的會議每年舉辦一次，由歐洲骨科研究學會主辦，會議的涵蓋面相當廣，

會中討論的議題包含骨科臨床及基礎的研究，每年除了吸引許多歐洲當地從事骨科研

究的優秀學者參與之外，也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相關領域的臨床醫師及頂尖的骨科研究

學者來參加，發表他們最新的研究及臨床治療的成果，涵蓋了許多下一個世代骨科醫

學研究關心的議題及新的治療觀念及方法。 

 

非常感謝李政鴻 部主任長期的支持鼓勵及醫院經費補助，將我們有機會將自己的

研究成果在這個國際性的會議上口頭發表，除了增加醫院的知名度之外，出國參與及

累積國際會議的經驗，對於開展我們臨床治療及相關研究的視野及深度，都有極大的

助益，對將來骨科疾患的治療及研究發展有很多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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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一、目 的 

 參加這次會議主要的目的是吸取各國專家在會議中分享他們的骨科研究的成果、

新的治療想法及成效以及運用新科技方法在骨科疾患治療的心得，讓自己在基礎研究

有更新的視野及嘗試，運用更新的治療想法及證據在臨床上獲得更好的治療成效，另

外也將我們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給相關領域的專家，對骨科研究科學盡一份心力，其

次，也將台中榮民總醫院的名號在國際會議中推展知名度，讓大家知道我們努力的成

果。 

 

二、 過程 
 這次會議在愛爾蘭 高威(Galway, Ireland) The 

Galmont hotel 會議中心舉辦，在這個會議之前，

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地方，高威是愛爾蘭第四大

城市，人口大約只有 7 萬人，其位置座落於愛爾

蘭西海岸濱臨北大西洋，雖然不若首都–都柏林有

名，不過高威是愛爾蘭的一個文化中心，旅遊中

心和貿易中心，被譽為愛爾蘭的“文化首都”和

“西部之都”，其中著名的景點 - 莫赫懸崖(Cliff 

of Moher) 是全歐洲最高的懸崖，電影「哈利波

特」也曾經在這裡取景拍攝，相當出名。 

 

 為了參與這次的會議，花了十幾個小時從台灣先飛到荷蘭 阿姆斯丹，轉機到都柏

林之後，再坐二個多小時的車子才到達高威開會的地點，會議的時間從 2017 年 9 月

25 日舉辦到 9 月 28 日，為期四天，由歐洲骨科研究學會負責舉辦，這個學會的官方

期刊是 Bone & Joint Research，這次會議投稿被接受的研究論文也會收錄這個期刊中，

許多世界各國骨科研究學會的學者及臨床醫師也都參與了此次會議，許多的台灣骨科

研究學者也參加這次的會議提出他們的報告。  

  

在這為期四天的會議中，專題討論的主題相當多，包括臨床(人工關節(再)置換, 骨

折及足踝關節治療)、3D 列印技術在顱顏手術、骨頭及軟骨缺損的應用、感染的治療

研究、生物力學、骨關節炎、骨質疏鬆症及免疫調節在骨科學上的研究…等等，同一

時間分別在五個會場舉行，可惜我只能挑選有興趣的主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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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口頭報告排在會議的第一天下午的 Bone session，每個演講者有十分鐘的時間

報告自己的主題，我報告的題目是有關 Teriparatide 治療在股骨頸產生形態上的變化，

促進股骨頸的強度進而預防骨折，可以應用在骨質疏鬆症的婦女減少股骨頸骨折的風

險，我的英文演講順利結束，期間也獲得許多學者提問及寶貴的意見。 

 

這個 session 同時也安排了二個 Symposium，由二位英國 Queens University 的

Susan Clarke 及 Fraser Buchanan 演講，內容相當特別，他們運用海洋生物的材料應用

在骨頭的癒合及缺損的再生，而且 Prof. Buchanan 更運用 3D 列印的技術將海洋生物

Diatom 塑形移植在骨缺損的部位促進骨癒合，令人印象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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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讓人印象深刻的報告還包含骨折及骨關節的免疫研究，目前在骨關節疾病的

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就是所謂的「Osteoimmunology」，結合免疫學的概念應用在骨折癒

合的骨生成及骨關節炎治療上，會議中有二位德國的研究學者，Dr. Bucher 及 Dr. 

Schlundt 報告發現 T cell 會調節骨折癒合的過程，研究骨癒合不良，他們運用小動物專

用的外固定器固定骨折處，研究骨痂生成處及血液中的免疫細胞的變化，他們發現

CD8+ TEff. /CD4 Treg. ratio 可以用來預測骨折是否會順利癒合，或許我們將來對嚴重骨

折、容易造成骨癒合不良的病患，可以偵測他們免疫細胞的量，早期預測是否會遇到

骨折癒合不良的問題，儘早給予骨生成的藥物，預防併發症的發生，對臨床的治療會

有相當的助益，不過這是個動物研究，還需要更多的人類研究印證其結果，不過這或

許也會讓骨折的治療進入免疫偵測及治療的新方向。 

      

     骨性關節炎在骨科臨床的病患中佔了很大一部分，有關的臨床研究大部分集中在

人工關節置換的相關議題，但是會中也有學者提出使用幹細胞或是免疫的治療方式來

處理關節炎的問題，對於關節炎的成因也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一般而言，大家認為因

為過度的磨耗或是關節內免疫系統發炎的反應所造成，但是有一位美國的學者 Prof. 

Roy Aaron 就提出不同的研究，他認為骨關節炎是因為骨頭中靜脈回流(Venous return)

不良所造成的，他甚至認為骨關節炎可能是一種血流的瘀積造成局部缺氧的結果，進

而誘發 Osteoblast 分泌許多發炎的 cytokine，這些發炎的 cytokines 會造成 subchondral 

bone remodeling 及軟骨的分解，造成骨關節炎，這也幫我們在臨床及研究上提供了不

同的治療方向及概念，或許對於將來骨關節炎的治療方向或許會因此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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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的會議中，我個人最感到詫異的是竟然有位台灣的學者被邀請擔任這個

會議的座長(Moderator) ，並提出專題演講，他是來自高雄長庚醫院 醫學研究部的王

逢興教授 (Feng-Sheng Wang)，會議中他提出 micro RNA and histon assembly 會調節骨

關節炎的生成，他用及 DNA 及 RNA 的角度來探討骨關節炎的調控及治療，他的研究

提出 MiR-29a 會抑制骨關節炎的生成，而 MiR-128a 會誘發關節炎，Methyl histon 可以

用來調節 MiR-128a 的生成，進而預防關節炎的發生，雖然我聽不太懂他的具體內容及

研究方法，不過一個台灣的學者能站在這個國際舞台上發表，並受到國際的研究學會

認可及邀請，實在讓我們這些研究的初學者們景仰，激勵我們這些後輩，讓我覺得有

一天也要站上這個舞台。 

 

三、 心得 
 首先非常感謝部主任的支持鼓勵及醫院經費的補助，讓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在這

個國際性的會議上發表，這對從事基礎研究的臨床醫師而言，是極大的鼓舞，讓我們

的辛苦得到一些慰藉，出國參與國際會議及吸取的科學新知，對於未來我們臨床治療

及研究相關的視野及深度會有極大的幫助。 

 在這次的會議中，高雄長庚醫院 王逢興教授的受邀演講及擔任座長，讓我覺得我

們應該要更努力，心中告訴自己，我們台中榮總的研究難道比不過高雄長庚嗎? 有一

天我們醫院也會有人站上去的 ! 不過我們仍需要醫院長官從制度面上努力整合基礎及

臨床研究，蓄積更多的研究能量，多多在國際會議上發表，才能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

音，不敢小覷我們的實力，有一天我們醫院在骨科的研究才會受到國際學會的認可 進

而邀請我們站上國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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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包括改進作法） 

  

1. 鼓勵臨床醫師進行基礎研究 

   臨床醫師從事基礎研究才能讓臨床的治療的面向更廣，才會有更多的研究

成果可以到國際上發表，但是外科醫師在訓練的過程中並沒有接受過基礎研究

的訓練，因此對我們而言進入的門檻相當的高；另外，因為臨床業務的負荷， 

讓外科醫師投身研究的意願本來就不高。 

   建議院部能讓研究部門的研究方向及專長多讓臨床醫師知道，多多媒合基

礎研究的老師跟臨床醫師合作提出研究計畫，甚至應該提出鼓勵的方案或規

定，給予獎勵金來鼓勵研究部的學者老師們主動出擊，走出實驗室，結合臨床

醫師做研究，另外給予研究部的老師跟臨床醫師合作的研究案特別的補助，讓

他們除了院內計畫以外可以獲得第二個計畫補助，類似本院十大院校的合作計

畫補助，如此才會讓本院的研究跟臨床醫師結合，幫助臨床醫師從事更多的研

究，灌注更多的研究能量，發表更多的研究成果到國際期刊上。 

   

    2. 補助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的規定應放寬 

          醫院補助參與國際會議，要求前一年一定要有文章發表在期刊上，否則不    

      予以補助，但是臨床醫師並不是專職在做研究，有時候二、三年的研究的成果 

還無法發表到國際期刊，而且醫院每年補助幾十萬在一個研究計畫上，尚且不

能要求一定會有期刊發表，更何況僅是補助出國開會就作如此要求，實在是讓

臨床醫師灰心，2018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Tasuku Honjo）

也鼓勵研究人員夢想要大，不要為了發表文章到期刊只做簡單的題目，他們的

團隊曾經六年都沒有成果發現，更遑論期刊的發表，因此建議醫院取消這項規

定，用更廣大的心胸及經費鼓勵醫師科學家多多到國際會議參與及發表研究成

果，提高視野，蓄積能量，將來必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發表到期刊上，要

提升本院研究論文發表的質跟量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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