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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含關鍵字） 

 

    參與 2022 美國舊金山心律醫學會年會，與各國學者交流、學習，並在年會期間，

與其他國家學者探討納離子通道阻斷劑對於低體溫治療下對心室心律不整的影響，並報

告臨床教育案例分享。 

 

關鍵字：納離子通道阻斷劑、低體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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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美國心律醫學會 2022 年會（2022 Heart Rhythm Society）於 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辦。職前往參加大會並發表 (1)代表院長在大會中

發表教學案例報告; (2)本院進行的心律不整動物模式的基礎研究。 

 

二、 過程 

1. 職於 2022 年 4 月 28 日啟程前往美國舊金山參加世界規模最大的心律醫學會。

美國心律醫學會年會是心律不整學界的最大會議，今年共有 250 個場次，總共

有 5700 位學者前來參加。各國學者無不希望在此盛會中互相交流、學習。 

2. 職進行的基礎研究是：探討納離子通道阻斷劑對於低體溫治療下心室心律不整

的影響。該研究現象為國內外首次發現，發表論文期間，也有其他國家對此研

究有興趣的學者共同交流討論。 

3. 會議期間，職在聆聽別人的研究時，意外發現本院先前的研究也被其他學者所

引用。正所謂資訊發達的時代，任何研究都可能被別的團隊參考、引用，共同

促進科學的進步。 

 

三、 心得 

    美國心律醫學會年會是心律不整學界最大的會議，今年共有 250 個場次，

總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5700 位學者前來參加。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很多國家會

受到旅遊的限制，因次，今年的會議也開放線上參加，提供了線上參加與實體參

加兩個選擇。但若是口頭報告的話，就必須要到現場實體參加會議。今年前往美

國開會的臺灣團隊，除了 2 位臺中榮總的醫師，及臺北榮總的 3 位醫師和 1 位技

師。臺灣其他的醫院並沒有派員參加。 

    在這一次的研究會議裡，我們發表了納離子通道阻斷劑對於低體溫治療下心

室心律不整的影響，由吳尚儒醫師口頭報告。我們利用離體兔心的動物模式，模

擬接受低體溫治療下心律不整的情況，結果我們發現，使用鈉離子通道阻斷劑可

以減低心臟傳導的不一致性，同時也可以降低心室心律不整發生的機率。在這次

的會議中，同樣是低體溫治療的題目，臺北榮總的林晉宇醫師也發表了在豬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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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模式下使用鉀離子離子孔道阻斷劑，對於心室心律不整的影響。綜合這一次的

報告，低體溫治療對於心室心律不整的影響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希望透過這

一系列的研究，能夠讓醫學界在低體溫治療下，對於如何保護心臟免於發生心律

不整的治療方式，能夠有突破跟創新。雖然目前的研究僅是在動物模式上看到的

現象，我們也希望未來這樣的現象，能夠在人體中得到證實，提供低體溫治療下

保護心臟免於心律不整的機轉及治療的見解。 

    另外一個報告是臨床教育案例分享，主題是我的心導管燒灼手術惡夢案例，

這一個主題邀請的都是國際知名的大教授，資深的教授們都有非常豐富的臨床治

療經驗，透過教授們的經驗分享，傳承他們的寶貴經驗。藉由這樣的討論來提醒

年輕醫師們，對於心律不整治療必須注意的事項，本院的陳院長也受邀前往發表

案例，指導後學。但因為院長公務繁忙，因此指派我前往報告。行前我們跟院長

經過反覆的討論後，選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 這位案例心律不整的病灶位置跟

正常的傳導路徑房室節非常接近，因此治療的時候，有可能因為要治療心律不整

的病灶而傷害到正常的傳導路徑，進而導致心搏過慢。在這個案例，雖然我們成

功地治療了心律不整，但是也影響到了傳導系統，因此病患最後還是需要裝置體

內自動去顫器，除了可以防止心搏過慢之外，如果病患產生心室心律不整，也可

提供電擊的功能。在會場的專家們也提到，這位病患的心臟功能其實屬於正常範

圍或比正常範圍稍差而已，也許成功治療心律不整之後，只要裝置心臟節律器就

可以了，並不需要裝置體內去自動顫器。我也向現場的聽眾們說明，因為這位病

患有陳舊性心肌梗塞，同時他的心臟也有結痂，雖然目前的電燒治療成功，但是

不能保證他未來一定不會發生來自其他病灶的心律不整，所以我們才選擇了體內

自動去顫器的安裝，最後現場的主持人及教授們也同意我們的考量及處置。也很

高興這樣的案例，能夠提供與在座的參與者討論及思考的空間，並提供富有教育

意義的結果。 

    另外這一次的會議中，我歸納了最重要的兩個主題：(1) 人工智慧與遠距監

控的重要性; (2) 心房顫動的脈衝電場燒灼手術。隨著科技的進步，心律不整的資

料都可以數位化，透過數位化的數據，這些心律不整的資料，可以透過機器學習

與人工智慧進行判讀，而判讀的結果並不亞於人類的判讀，同時可以節省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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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此透過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對於心律不整的判讀，甚至提供將來預後資

料的參考，將是一個重要的進展。心律不整的資料也可以透過穿戴裝置傳輸到遠

距監控中心，遠距監控中心可以即時判讀心律不整的資料，然後回傳給治療的醫

院或診所。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這樣的遠距照護模式可以免除了病患來回奔波

醫院的困擾，同時也可以提供即時的心律監測與諮詢，這將是未來心律不整治療

的新趨勢。而本院目前的發展方向，正朝向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智慧醫院，並且

建構遠距醫療中心，從這個國際會議中也知道，我們醫院目前進行的方向跟國際

的潮流是一致的。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進展，就是關於心房顫動的電燒手術。本院院長陳適安

教授在心房顫動的治療方面是帶領全世界的先鋒，目前全世界正在使用的肺動脈

隔離術心房顫動治療，也是二十多年以前由陳院長團隊所發明的。二十多年以來，

世界各地的醫學中心都是使用熱燒灼或者是冷凝燒灼的能量來對心房顫動的病

灶進行電燒治療，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脈衝電場燒灼手術在這幾年來已經逐漸

地發展，而且即將在大規模的臨床試驗結束之後，有可能運用於真正的病人來接

受心房顫動的電燒手術，這項新的能量除了可以縮短手術時間，增加病患的安全

性之外，它的長期效果相信也不亞於傳統的心房顫動電燒治療。我們這一次前往

美國也參訪了不同的脈衝電場燒灼器械製造的廠商，各家廠商對於治療器械的設

計都有他們的專業考量，希望不久的將來，這樣的科技也能夠引進臺灣，甚至在

我們榮民總醫院的系統，能夠比其他的醫院更早使用，提供更多的經驗來照顧我

們的病患。在新科技的治療下，我們也有可能會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產出，持續

穩固我們臺灣在世界心房顫動治療領域的領先地位。 

    這次能夠順利的參加美國心律醫學會年會，要非常感謝院方給我們這個機會。

雖然疫情非常的嚴峻，而且醫師出國返國都必須要接受數次篩檢，返國後還需要

檢疫隔離，更暴露在未知感染風險的環境中。但是中榮團隊和北榮團隊依然能夠

順利前往國際心律不整學界的最高殿堂發表研究成果，實在是非常的難得珍貴的

經驗，也謝謝院方全力支持我們的研究，讓我們能夠完成這一次的報告。 

 

四、 建議（包括改進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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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未來仍能有這樣的機會持續與國外交流，提昇我們研究的質與量，共

同為心律不整的治療醫學，發展貢獻心力。 

五、 附錄：會議相關海報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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