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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消息公佈學會消息公佈學會消息公佈學會消息公佈 
 
 

一、 2014 亞太腦中風會議(Asia Pacific Strroke Conference)於 2014 年 9 月 12-14

日(星期五-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圓滿閉幕。參加總人數 1,411 人，有

將近千的國外學者來台灣參加此次會議，我們不但爭取了國際友誼，也讓

台灣的國際形象大大的加分。感謝大家踴躍參加。 

 

 

二、 

 

今年年會將在台北圓山飯店 10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舉辦時間為 1 天半時間

(11 月 1 日半天，11 月 2 日一天)。會中將安排 20 周年回顧展、紀念專題

演講、各醫院腦中風發展的歷程及展望報告。中風日活動將於 10 月 25 日

在中和 4 號公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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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 

創會理事長 胡漢華 

 

腦中風學會轉眼就過了 20 個年頭了，當初腦中風學會成立主要是為了提供會員相

互間以及與國際友人交流的平台。回想當初成立腦中風學會也不是那麼順利，所幸有三

位教授大力的支持，台大的李悌愷教授、陳榮基教授及高醫的洪純隆教授，因為有了他

們的支持，加上年輕醫師的熱情參與，學會才得在 1994 年底籌備完成，於 1995 年初正

式成立，內心是充滿了感激，除了感激還是感激。 

 

    這 20 年，經過各屆理事長、秘書長及秘書室團隊與全體會員的努力，學會在各方

面的表現，都令人刮目相看，就如這次亞太中風大會(APSC)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人參與，

其中 70%是來自國外的學者。各會場由第一天早上到最後一天下午都場場客滿，國外的

友人們都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大會。當然我們的成功，應該感謝大家的努力和付出。 

 

    我們學會最難能可貴的是會員都和睦相處，彼此之間像朋友也像家人，資深會員也

對後進者提出鼓勵、贊助。如早期李悌愷教授論文獎、杜永光贊助之杜世彬青年論文獎。

目前有高明見教授的優秀論文獎及林信光主任和趙雅琴秘書長為紀念其先父的日新紀

念論文獎、趙百師老師紀念論文獎。希望這良好的傳統以後都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其實在早期有好幾個世界大會都想請我們主辦，第一個是世界腦中風大會，但是因

為學會剛成立還不夠成熟，因此錯失了這個機會；第二個是世界腦循環及代謝大會，經

過腦中風學會理監事多次討論後，此大會最後是由台灣神經生理學會主辦；第三個是世

界神經超音波聯盟大會，則是由第二屆學會理事長劉祥仁為大會主席；第四個就是亞太

中風大會(APSC)。 

 

    我個人在這幾個國際大會都是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希望藉由國際會議，促進國內

與國際的交流，此外我們也致力於海峽兩岸之間的交流，舉辦海峽兩岸腦血管論壇，今

年是第六屆，也是藉此為媒介，最近希望大家和樂融融，為提倡學術水準而共同努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學會的中風防治指引是國內各學會中最早也是目前最扎實

的疾病治療指引。數十位的專家，由 2002 年開始開了數不清次數的共識會議，終於在

2008 年出版了”台灣腦中風防治指引”，目前大家正在努力修訂版本 2014-2015 之共

識。無數次的開會，也可看出來學會會員的努力與無私付出。 

 

    最後願大家身體健康，事業有成，全家和樂，台灣腦中風學會長長久久為會員福利、

醫學進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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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 

第一屆秘書長/第五屆理事長 翁文章 

 

光陰似箭，轉眼間，台灣腦中風學會就已二十周年。腦中風學會開始是北區腦中風及神

經超音波俱樂部慢慢發展而起的。回想當初剛成立腦中風學會時，真是篳路襤褸。由胡

漢華敎授帶領及全台熱衷中風的專家學者努力下，慢慢使學會茁壯。如今我們會員的數

量及素質，已可與各國際知名的學會並駕齊驅。 

 

1995 年 3 月 26 日正式成立中華民國腦中風學會，本人為秘書長，胡漢教授為第一屆理

事長。正式成立學會之前ㄧ年，需先徵求會員，召開發起人會議，成立臨時委員會並創

辨腦中風會訊，以做為會員之間的溝通及聯誼。創刊號出版於 1994 年 5 月，是以腦中

風通訊為標題，簡潔的內容，配以一些插圖。之後以季刊的形式出刊，期間不知何故，

中斷了第四及第五兩卷？從第十四卷第二期（2007 年 6 月）後開始可由網路查詢及出

刊。 

 

回味過去，大家對學會會徽的來源及其代表的意義應該會有點興趣。記得在腦中風通訊

發出徵求會徽的消息後，包括我的作品在內總共有 5 個稿件參加，交給學會理監事會投

票決定。很榮幸本人的作品得到大多數理事的肯定而被採用。 我當初對於學會會徽的

設計想法，是以我們傳統中醫的太極陰陽平衡的理念而來。腦部的循環平衡出問題了，

就會產生腦梗塞或腦出血。會徽中頭顱內的放射式的太極表示腦部平衡的動靜脈循環，

紅色代表動脈或腦出血，藍色代表靜脈或腦梗塞。 

 

本人當選為第五屆理事長（2003-2004），北榮神經外顏玉樹醫師為秘書長。本屆的主要

任務為繼續集合各專家學者，譔寫各種腦中風的共識議題。期間適逢台灣健保局通過

rt-PA 使用於治療急性缺血性中風，學會即開始制訂 guideline 及積極做推廣工作，也設

計在學會網路中登錄全省使用藥物的情況。兩年中共登錄 144 位，無症狀出血 33 位

（23%）， 有症狀出血 5 位（3.5%），死亡 10 位（7.0%），三個月後 MRS 小於 2 或 NIHSS

進步多於 4 分的有 85 位（59%）。此初步的結果對於以後幾屆的學會，繼續在全台成立

腦中風中心，推廣施打 rt-PA 及台灣腦中風登錄，已給予建立了不錯的基礎。 

 

任職期間一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我們的學會原為 International Stroke Society( ISS)的

創始會員，以往每屆參加 World Stroke Congress(WSC)的台灣學者均不少（參加人數都可

排在前十名）。不知為何美國學者又搞個 World Stroke Federation（WSF)？經過協調後，

ISS 與 WSF 於 2006 年 10 月於南非開 WSC 時，合併為 World Stroke Organization (WSO)。

本學會目前仍為 WSO 的團體會員，本人更當選為 WSO 的第一屆理事（2009-2012）。

WSO 所屬的世界腦中風大會（WSC)本來每四年一次，目前已改成每兩年一次，但台灣

學者近年來參加的已寥寥無幾。WSC 今年十月即將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召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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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赴會的會員要快點報名。學會曾於 2006 年嘗試爭取主辦 2010 年的大會，可惜被南

韓捷足先登了，希望以後會有爭取到主辦的機會！ 

 

 

1994 年 3 月胡漢華教授在台北榮總主持腦中風學會發起人會議 

 

 

2004 年 8 月在高雄榮總舉辦腦中風共識(r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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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學會二十週年紀念專刊 

第六屆理事長 盧玉強 

 

今年是台灣腦中風學會 20 週年紀念，台灣腦中風學會於 1995 年 3 月 26 日在台北榮民

總醫院致德大樓成立，成立時稱"中華民國腦中風學會”，創會會長為胡漢華教授，秘書

長為翁文章醫師。2000 年 6 月 1 日更名為”台灣腦中風學會”。 

    本人被推選為第六屆台灣腦中風學會理事長，任期在 2005-2006 年，在第六屆全體

理監事、秘書長任森利醫師、副祕書長許立奇醫師、林育德醫師及學會秘書陳潤綦同仁

共同努力，達成台灣腦中風學會提供研究、教育和服務腦中風病患之宗旨，具體表現如

下： 

一、於 2006 年 7 月開始，在台北醫學大學許重義校長和邱弘毅教授指導下，取得國民

健康局經費，在全國 30 所大型醫院共同努力下，建立急性腦中風住院病人資料庫，

作為我國制定有效腦中風治療政策及提供我國治療中風珍貴經驗給世界各國參考

用。 

二、成立中風治療共識小組，邀請全台灣不同領域的腦中風專家開會討論，達成共識，

提供預防及治療腦中風的準備，討論結果由創會理事長胡漢華教授主編台灣腦中風

防治指引，並於 2008 年 11 月 15 日以台灣腦中風協會名義出版，為預防腦中風教

育之參考教材。 

三、代表台灣腦中風學會出席 2006 年 10 月 26 日-29 日在南非開普頓舉行之第五屆世

界中風大會(World Stroke Congress )，並參與大會訂立世界中風日(World Stroke 

Day )投票，選定每年 10 月 29 日為世界中風日，目的是引起公眾關注腦中風的問

題，提高預防及治療中風的意義，減低中風對破壞大眾健康的風險，自此本學會每

年年會就積極利用世界中風日來做全民預防及治療中風教育。 

四、於台北、台中、高雄舉辦「急性缺血腦中風血栓溶解劑研討會」推廣黃金三小時搶

救腦中風的觀念，此觀念迄今仍持續，為目前急重症醫院評鑑的品質指標。 

五、與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協會、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於台北、台中及高雄三地合辦「腦

中風慢性照護研習會」建立腦中風病人繼續照護的醫療網路。2006 年 12 月創會理

事長胡漢華教授成立「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希望藉著支持團體力量協助病人及

家屬並散播關懷更多高危險族群，共同努力預防腦中風發生及將中風後併發症降到

最低。以衛教進入社區之需求日漸增加，高雄市腦中風病友協會於 2012 年 10 月 6

日成立並推選高雄醫學大學腦中風中心主任林瑞泰教授擔任首任理事長。 

六、中風為高齡長者最常見的失智及失能原因，篩選有功能恢復潛能之中風病患做加強

身體及語言復健，能讓患者恢復獨立生活能力。本人和林育德副秘書長在服務腦中

風學會期間，同時在高雄榮總高齡醫學中心服務，把英國醫療體系之中期照護觀

念，選擇急性住院中風病人中有恢復潛能者，轉介到地區醫院，積極復健一個月，

患者恢復成效良好。這些實務的經驗，被衛生福利部接納，並於 2014 年 1 月始，

施行急性後期照護 PAC (post acute Stroke care  )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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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 月 4 日- 5 日 

第六屆第二次台灣腦中風學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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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腦中風病友協會 籌備會議 2012.8.27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齡醫學中心團隊 

 



台灣腦中風學會會訊‧學會二十周年慶紀念專刊 

 8 

 

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 

第七屆理事長 許重義  

 

亞太腦中風會議(APSC 2014) 9 月 12-14 日在台北舉行，由台灣腦中風學會李宗海

理事長帶領的團隊，在週延的籌備之後，成功圓滿達成任務，對於提昇台灣中風防治水

準有重大的幫助。我們要感謝在 Scientific Committee 主席彭家勛副院長的規劃之下，

APSC 2014 有一個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研討會，會中由李宗海理事長主導的 BNG-1 治

療急性缺血腦中風，以及國立新加坡大學 Dr. Christopher Chen 主導的 Neuroaid 治療急

性缺血腦中風，在大會中發表兩項中草藥草本藥物應用於治療腦中風的多中心臨床試驗

結果，開啟中草藥草本藥物進入腦中風治療的新紀元。 

 

治療缺血性腦中風，目前唯一 evidence-based 有效的藥物是血栓溶劑(tPA)，但是

tPA 療效有限，降低重殘度 13%， therapeutic window 只有 3-4.5 小時(台灣是 3 小時)，

而且增加臨床惡化的腦出血風險高達 10 倍。根據台灣中風登錄資料，急性缺血腦中風

病人即使發作後 2 小時內到達醫院，也只有 8.8% 接受治療。在美國 FDA 於 1996 年

核准 tPA 治療急性缺血腦中風之後，多國大藥廠都積極開發中風新藥。過去 18 年治療

中風的新西藥推展至臨床試驗，超過一千多件都無效，全部失敗。究其肇因就是新開發

的西藥，容易造成副作用，人體第一次接觸，對於急性中風病人，在腦部能源危機下，

身體對”異物”產生的敏感反應，臨床上會呈現中風症狀惡化的現象，這是開發新西藥治

療中風失敗的主要原因。草本藥物來自植物，人體已有數千年接觸之經驗，擁有較無副

作用的優勢。FDA 於 2004 年公佈「Guidance for Industry Botanical Drug Products」，成

為全球開發植物藥之指標，開發較不可能在急性中風產生副作用的草本藥物，將是讓深

諳中草藥的華人世界，有可能扭轉西方醫學研發一路領先的趨勢。台灣在中草藥科學化

的成就，領先其他國家，未來開發安全有效的草本新藥(Botanical New Drugs)治療中風，

具有領先歐美的優勢。APSC 2014 李宗海理事長與新加坡 Dr. Christopher Chen 分別報

告 BNG-1 與 Neuroaid 治療急性缺血腦中風的多中心臨床試驗結果，雖然還沒有達到具

有意義的成效，而且以複方中藥作臨床試驗，仍離 FDA 對草本新藥(Botanical New Drugs)

的標準有一段距離，但己開啟中草藥治療腦中風，以西醫最高標準作療效驗証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會議中，有我國懷特生技新藥由黃耆抽取、分離及高度純化所得的

黃耆多醣注射劑【懷特血寶】(隸屬 Botanical New Drugs) 正在台灣 15 家醫院進行治療

急性腦缺血中風多中心臨床試驗的規劃報告。此外【懷特血寶】在單一中心進行治療急

性腦出血中風的初期中心臨床試驗，有初步結果顯示具有療效，懷特生技新藥也己在籌

劃治療急性腦出血中風的另一項多中心臨床試驗。APSC 2014 可能是引介中草藥治療

腦中風進入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的一個歷史性會議。  

 

在 Scientific Committee 主席彭家勛副院長的規劃之下，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研討會計

有四位澳洲學者報告由澳洲中風研究學者主導的四項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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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第一個計畫 Enhance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and Thrombolysis Strole Study

【ENCHANTED】由 Prof. Craig Anderson 主導，尋找較低劑量的 tPA 是否有效，特別是

對亞洲中風病人是否較安全。Prof. Anderson 是 Asia Pacific Stroke Organization (亞太腦中

風組織) 現任會長。另外三項澳洲主導的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 Symposium 由

World Stroke Organization (世界腦中風組織) 會長，也是來自澳洲的 Prof. Stephen Davis 主

持。Extending the Time for Thrombolysis in Emergency Neurological Deficits 【EXTEND】由 

Prof. Jeoffrey Donnan 主導，Prof. Donnan 是在澳州發行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oke

主編，這本中風期刊的 Impact Factor 在兩年內由 2.3 分提昇至目前的 4.7，有追上 Stroke 

(6.1) 的趨勢。 本計畫要証明 tPA 治療缺血性腦中風之 therapeutic window 可以延長至

9 小時。本計畫使用 Stanford University 發展出來的腦血流與腦損傷影像評量系統

(RAPID) ，可以偵測腦缺血後是否仍有足夠可救活的腦組織，在中風後 9 小時內使用

tPA 治療仍然安全有效，台灣目前有九家醫院參與此項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

畫。Tenecteplase versus Alteplase for Stroke Thrombolysis Evaulation 【TASTE】由現任

澳亞中風學會長 Prof. Mark Parsons 主持，研究新型的血栓溶劑, Tenecteplase (TNK) 是

否比 Alteplase (tPA) 更安全有效。台灣的中風中心己受邀參與此項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

床試驗計畫。第四項由澳洲主導的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 The Spot Sign and 

Tranexamic Acid on Preventing ICH Growth 【STOP-AUST】 由 Dr. Atte Meretoja 報告，

計畫測試內科療法使用止血劑 (Tranexamic Acid) 是否可以抑制持續腦出血，改進臨床

狀況。台灣中風登錄資料顯示腦外科手術對腦出血中風並無助益，發展內科療法將是未

來治療腦出血的研發趨勢。國內目前有九家醫院參與美國 NIH 主導使用 Nicardipine 降

血壓，以抑制持續腦出血，改進臨床狀況的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ATACH 

II】。台灣的中風中心也己受邀參與此項由澳洲政府資助的多國多中心腦出血中風臨床

試驗計畫。由澳洲中風研究學者主導的四項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在 APSC 

2014 的大型腦中風臨床試驗研討會中，七項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中，占了四項，超過

一半，且都是由澳洲政府資助的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其中三項澳洲主導的

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由一位來自香港的中風專家 Dr. Henry Ma，負責國

際多中心的整合與協調，呈現國際化的運作模式。澳洲人口與台灣相當，中風研究以主

導多國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為例，己達世界最頂尖的格局與氣度，這是國內中風

研究學者可以學習，並積極爭取政府經費推展多中心腦中風臨床試驗計畫，尤其是中草

藥衍生出來的新藥，進入世界市場，開拓台灣在研發治療腦中風新藥的世界領先地位。 

 

 

許重義  2014,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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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腦中風學會年慶台灣腦中風學會年慶台灣腦中風學會年慶台灣腦中風學會年慶 

第八屆理事長 關皚麗  

 

台灣腦中風學會又再長了一歲。回顧走來的點點滴滴，有幸被選任為第八屆台灣腦中風

學會的理事長著實是我這一生的榮幸！ 

我一直認為一個學會能成長茁壯最重要就是團隊合作的和諧。腦中風學會的會員來自神

經內外科，放射線科，復健科，神經科學，神經心理，現在護理，個案管理師也加入我

們的大家庭，使家族更強大完整。學會讓我們有緣份相聚在一起，我心裡時時感恩。記

得我是在李悌愷教授為理事長任內加入學會，當時認識幾個神經學會裡之會員，所以懷

抱著與大家交流切磋的心態加入這個家庭。而最主要鼓勵我的還是我終生的導師洪純隆

教授。回顧以前漫長的神經研究史，最初也是洪教授鼓勵我鑽研腦血管收縮的研究當做

博士學位主題，所以在住院醫師訓練期間我就開始一步步向前輩們學習。從最起初抽取

臨床病人血液及腦脊髓液做 HPLC，數據分析，並在藥學系及解剖科的教授們協助指導

下，再自己摸索建立人為蜘蛛膜下腔出血之動物模式，一步一腳印的反覆錯誤學習下終

於小有成果，設計出成熟可以應用的動物實驗模式，但還是在研究完整性上碰到無法突

破的研究瓶頸。所以取得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職照後，在院方的支持下毅然決然前往美國

進修。用自己摸索出的技巧再學習國外先進的研究技術，總算替我的實驗研究找到出

路。回國後參加博士畢業考原先十分緊張，然指導教授及本校形態學專家黃鴻圖教授，

擔任我的口試考官的腦中風專家李悌愷教授及陳榮基教授紛紛給我信心跟肯定，在他們

細心的指點下，博士班也終於畢業。而我心底始終念念不忘這段緣份與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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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腦外科這條路就是終生學習。而不斷的學習跟精進不都是為了病人，自己，以及對

社會回饋。因此，加入學會這個大家庭使我們能相互照應並互相支持，激發個人更大的

潛能，也感謝會員們對我的支持與包容讓我能夠在學會這個舞台裡自由發揮。 

回過頭來， 借此機會我還想再次感謝我最敬佩的彭家勳祕書長，因為一個學會的運作

成功關鍵，最大功臣者非秘書長莫屬。還要感謝上天的機緣跟恩寵，在彭秘書長應該選

為常務理事的時候，因改選當天有其他國際會議而分身乏術，才讓我佔上便宜。在我最

煩惱重要的祕書長職務人選時，上天巧妙給了我這樣的安排。在兩年的任期內我們合作

無間，學會的事務順利進行從無雜音，舉凡是學術活動，社會關懷，民眾輔導活動，爭

取經費，甚至爭取主辦本屆亞太中風國際會議都不遺餘力，我心中由衷的感激祕書長的

對學會的付出。在腦中風學術交流上，我們在胡漢華創始理事長的指導下完成腦中風指

南及主辦第一屆海峽兩岸腦中風會議，並延續許重義前理事長修正 TPA 及中風中心的

認定，葉守正理事的大力支持下出版腦中風指南小手冊，種種亮麗的成績都是全體理監

事及會員們大家團結努力的結果，我們資深的陳潤綦祕書的經驗也幫我們不少忙，但祕

書長一職無疑是最辛苦最繁重的，所幸本屆開始採用北中南三區各安排副祕書長，除了

希望能幫忙各區的事務外，也可望培養年輕一代的事務能力及參與性。學會需要代代經

驗傳承才能永續卓壯！ 

兩年任期很快就過去了但收穫卻是永遠的。除了從前輩身上學到了很多，更難得是找到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培養了領導的信心與基礎，讓我有勇氣往國際前進。隨後擔任十

三屆國際外科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長，目前擔任國際外科世界總會的副理事長，兩年任

期也即將到任。轉眼間理事長選舉的時間即將到來，為了保住台灣的席次，只能咬緊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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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堅持到底。國際大型學會競爭尤其激烈，台灣兩佰位會員也有兩票代表。除了講求國

際法律跟國際關係，平常時時刻刻投資的精神跟努力也是關鍵。現在我深深感受到，當

時擔任國內腦中風學會理事長所學點滴是如此難能可貴。在此，雖然老生常談，我還是

積極鼓勵大家在國際上多露面並打入核心，我們需要更多的熱愛者支持與付出。每個人

發揮自己所能，努力保持台灣國際地位，相信終會打動 WHO 的心。醫療無國界，台

灣齊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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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年腦中風秘書長歲月我的二年腦中風秘書長歲月我的二年腦中風秘書長歲月我的二年腦中風秘書長歲月 (2008~201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學習與成長學習與成長學習與成長學習與成長 

第八屆秘書長  彭家勛 

 

首先恭賀台灣腦中風學會二十歲生日快樂！ 

 

真是歲月如梭， 從二十年前胡漢華榮譽理事長創立台灣腦中風學會開始， 經過許多前

輩無私的奉獻與耕耘，台灣腦中風學會得以日益成長茁壯， 目前已成為台灣神經學會

重要的次學會之一。我也從一開始創會加入到如今，深覺台灣腦中風學會真是個很棒的

學會，在學會當中可以從每一位前輩身上學習到許多腦中風疾病新知與寶貴的臨床經

驗，是個提供會員學習與成長的好地方。一直以來，學會人才濟濟，而自己才疏學淺，

所以無緣為學會服務、提供任何實質貢獻，心中常有虧欠。2008 年因著胡漢華主任的

推薦以及理事長關皚麗教授的提攜，得以有幸出任學會的秘書長。初任之時，才發覺經

驗不足的我，面對千頭萬緒繁雜的會務不知如何著手時，幸賴有李俊泰主任、蘇裕峰醫

師、陳崇文醫師三位拔刀相助，願任當任副秘書長職務，協助處理會務，更有賴當時的

鄭建興理事與前任秘書長連立明理事的指導，才得以順利推展會務。  

 

當年在關理事長的帶領下，理事長訂定學會二年的主要目標，是朝向提升全國腦中風治

療品質的工作而努力。2008 年，藉著胡漢華主任歷經多年努力，腦中風治療指引的正

式問世；學會也配合地陸續於 2008 年 05 月 31 日於台北三總、 6 月 21 日於台中澄清

醫院、6 月 28 日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連續於北中南三地舉辦神經重症繼續教育

課程；學會更為推廣急性梗塞性腦中風治療的相關教育，於 2010 年 05 月 29-30 日在

台南奇美醫院，舉辦「2010 年南區神經重症照護暨高級神經急救術認證」等課程；學

會同時也協助許重義教授在學會中, 繼續進行全國性腦中風登錄工作, 以建立國人的

本土性中風疾病相關資料，成果並順利於 2010 年刋登在 circulation 的國際期刋上。此

結果顯示台灣在急性梗塞性腦中風病患接受靜脈注射血栓溶解劑治療的比例偏低，於是

學會更積極推廣各醫院以中風小組或中風中心的團隊方式，期望能有效地提升國內靜脈

注射血栓溶解劑治療的比例，2009 年 01 月 10 日彰化基督教醫院則舉辦腦中風個案管

理師工作坊，希望藉助腦中風個案管理師的參與能更提升腦中風病患的照顧品質。 

 

在提升腦中風研究的學術成果交流上，在這二年也有突破性的發展。2009年 11月 14-15

日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舉辦年會並辦理腦中風學術研討會後。因著胡漢華榮譽理事

長的努力促成，才能緊接著於同年 11 月 16 日在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第一會議室，

舉辦第一屆海峽兩岸腦血管病論壇，正式開啟了兩岸腦血管的學術交流活動，從此兩岸

的腦血管治療專家每年都會於兩岸輪流作東舉辦，一直持續迄今。而同年 11 月 15 日

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所舉辦的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在會議中通過翁文章理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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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參加剛成立的 Asian Pacific Stroke Organization (APSO) 的國際組織，以拓展台

灣的國際舞台，進而促成 2014 APSC 的國際會議在台灣舉行。 

 

二年腦中風秘書長的歲月，雖然忙碌，卻也留下許多令人感恩、難以忘懷的回憶。 其

中一件就是葉守正理事，提議參加 2009 國際扶輪社日月潭環湖馬拉松賽活動， 間接

推動腦中風的衛教活動。於是，關理事長二話不說，就帶領秘書處所有同仁一同參加，

更促成了 2010 年 03 月 13 日於日月潭舉辦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讓所有理監事們在

任期內皆能留下美好的回憶。最後秘書處也應理監事的決議， 在 2010 年 10 月 16-17

日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年會並辦理腦中風學術研討會，為二年腦中風秘書長的任期, 

劃下圓滿的結局． 

 

最後真的非常感謝台灣腦中風學會幫助我成長，更感謝關皚麗理事長、胡漢華榮譽理事

長的提攜、及許許多多幕後伙伴的協助，讓我能享有這二年的快樂時光且留下你我美好

回憶.  

 

最後再次恭賀台灣腦中風學會二十歲生日快樂！ 

 

    

   

A.B.: 2010.10.16-17.秘書處合影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腦中風學術研討會 

C.: 2009.11.15.第一屆海峽兩岸腦血管病論壇會前會 

D.: 2009 關皚麗理事長率秘書處參與國際扶輪社日月潭環湖馬拉松賽活動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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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編後語編後語編後語 

秘書長  趙雅琴 

 

欣逢學會二十周年慶，很榮幸的能邀請眾師長們惠賜小品文，記錄學會這一路走來的足

跡。從創會理事長的篳路藍縷，到各屆理事長的發揚光大，學會才能有今日的局面：不

但能提供國內學子們一個切磋琢磨的環境，也能於今年圓滿的籌辦了國際會議，讓國內

外學者們充分交流，做了一次成功的國際外交。眼見台灣的處境愈發艱難，希望後續的

有心人，大家都能效法前輩們的奮鬥精神，為台灣腦中風的防治，貢獻一己之力。在此

並預祝台灣腦中風學會，欣欣向榮，長長久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