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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臺中榮民總醫院 

姓名職稱：李明璟主治醫院 

派赴國家：韓國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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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含關鍵字） 

參加 2017 年 25 屆亞洲心胸外醫學會年會並以”Was surgical training residents as good as we 

thought? The ability of manage perioperative life threatening events assessment”為題，口頭發

表論文成果 

註：關鍵字:外科學，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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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參加 2017 年 25屆亞洲心胸外醫學會年，會中並以”Was surgical 

training residents as good as we thought? The ability of manage 

perioperative life threatening events assessment”為題，於

critical care議題中，以口頭發表論文成果 

一、 過程 

本次會議地點位於韓國首爾(Coex in Seoul, Korea)，因此職由桃園中
正國際機場直飛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再經由交通車至首爾大會現場開

會。本次大會由 3 月 23 日舉行至 3/26日，會後原程經由韓國仁川國際

機場搭機回國。 
二、 心得 

本次 25屆亞洲心胸外醫學會年主題定為"Sharing Your Vision, Shaping 

Our Future”，其會議主軸在於強調於各專科醫師及護理人員的協同合
作，並共同提供病患良好的手術及醫療服務。 

此次會議共計有來自 54個國家，共計 1793位的心胸外專家共同參加。

其中主要的參與國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及台灣。在開會
期間，總計有 337 篇來自各國的專業論文發表。而此次職代表台中榮民

總醫院教學部的口頭論文報告則被安排在會議第二天(3/24)的下午，於

重症醫學及醫學教育的專題討論中發表。在會議的過程中，台灣參加口
頭論文發表的單位除了台中榮民總醫院職一篇之外，三軍總醫院，林口

長庚醫院，台大醫院也都各自發表一篇口頭論文或專題演講報告。 

職是被安排在 102 講堂發表論文，座長是來自韓國 Samsung Medical 

Center的 Kiick Sung教授和美國 St. Charles Medical Center的 Edward 

Boyle教授，兩位都是國際上專精於心胸外手術及重症醫學的大師。在

下午 5:00左右上台口頭報告後，座長 Edward Boyle 教授對職的報告非
常滿意，認為職的報告非常有趣，同時研究成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尤其

對於臨床外科教師普遍認為外科住院醫師應該在面對手術危機處理能力

應該均有一定的水準下，但我們的研究成果顯是這個狀況是令人擔憂
的。另外，Samsung Medical Center 教授則表示台灣和韓國的外科住院



醫師在面對手術中的危機處理能力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值得各醫

院加強外科住院醫師的處理能力。他們兩位也都同意，在面對這種手術

中及後期的危急事件，雖然過去是以麻醉科醫師或技術人員為主要的負
責人員，但是未來的外科住院醫師也的確需要和麻醉科醫師共同合作，

同時也需要和手術房內的護理人員共同協同合作，在多方面的專家努力

之下，才能共同應付並處理這個危機。此外，兩位教授及聽者也同意未
來或許應該利用 Simulation center 及 workplace assessment 來提升

和訓練外科住院醫師的應變能力和溝通合作能力。 

四、 建議事項（包括改進作法） 
此次職有機會到韓國首爾參加亞洲心胸腔外醫學會年會並發表口頭論文

報告，看到了亞洲各國在心胸外手術及重症醫學教育的長足進展，令人

印象深刻。此次口頭論文報告雖有幸獲得座長及與會學者的肯定，但仍

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進。回台後將盡速彙整各方先進給予的意見，將發表

的論文撰寫成文章投稿。 

附錄 
   (圖一)口頭論文發表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