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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9 年 9 月 2 日本人參加災後創傷壓力症後群的研究與評估研討會。其中以色列

學者 Michael Matar，探討災後創傷壓力症後群，分析動物模式在壓力刺激下所

產生的驚嚇反應，及如何去除驚嚇；紐西蘭學者 Eric Vermetten：針對災後創傷

壓力症後群，對於腦部病理機轉，發現腦中杏仁核之減低與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

之發生有相關性；德國學者 Carsten Spitzer：針對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所衍生的

疾病與身體化的疾病如心臟血管、呼吸系統、腸胃系統、及自體免疫疾病，其發

現與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若沒有好的治療就會衍生出心臟血管…等病症之發

生；南非學者 Dan J. Stein 係針對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與分子生物及神經科學做

探討，發現 Monoaminergic systems、Glutamate-GABA systems、Neuropeptide 

systems/HPA 及 Neurotrophic factors，皆與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的發生有關聯； 

以色列學者 Joseph Zohar 針對藥物治療的介入性治療對於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後

數小時內有重要的預防點，災後若發生驚嚇、顫慄、哀傷、害怕、恐懼及悲傷，

功能會立即喪失，若能夠及早預防則可以降低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的發生。 

預防治療的藥物有幾種選擇，除了鎮靜劑、抗焦慮劑，能緩解病人情緒與壓力，

另外還有發展的治療藥物如 Beta-blocker、Morphine、SSRI‘s、Cortisol…等做治

療。本人希望國軍對於災後創傷壓力症候群的研究與發展，能減少災後創傷壓力

症候群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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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本次至荷蘭阿姆斯特丹參加第二十三屆歐洲精神心理藥理學會之主要目的

是針對多巴胺轉換器相關基因在漢民族憂鬱症患者所扮演的角色做研究分析，並

與國外相關學者做分享討論。另一方面則向他人學習目前世界針對精神疾病的基

因遺傳及藥物基因研究之方法與經驗。 

 

過程： 

此次會議 (23 nd ECNP congress) 本人參加一個學術壁報展，於 99 年 8 月 28

日上午首次踏上荷蘭阿姆斯特丹土地，下午到 ECNP 會場(Istanbul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ICEC)報到，並盡可能熟悉所有會議之地點。本次台灣僅有三位

主任醫師參加，且本次會議台灣僅有四個學術報告參展(其中含本人的一個學術

壁報)。99 年 8 月 28 日本人於晚間參加迎賓晚會。99 年 8 月 29 日本人參加基因

與環境等相關因子對精神疾病發生的影響。99 年 8 月 30 日本人參加腦部神經刺

激激素治療情緒障礙病患的應用研討會。99 年 8 月 31 日，本人針對多巴胺轉換

器相關基因在漢民族憂鬱症患者所扮演的角色做研究分析並與國外相關學者做

分享討論。99 年 9 月 1 日本人看到學會安排災後症候群之相關演講，認為其對本

院有極大幫助，故記錄其詳盡內容返國。99 年 9 月 2 日本人利用短暫的上午時間

參觀阿姆斯特丹大學附屬醫院之情況。 

 

心得及建議： 

99 年 8 月 28 日會場沒有特殊學術報告。本人於晚間參加迎賓晚會，迎賓晚

會是個很重要的歷程，歐洲國家藉由組織一個學術會議，將自己國家的特色風俗

民情與優點呈現給與會的學者，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雖然歐洲國家的食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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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飲食大不相同，令本人在飲食方面不習慣，但卻可從中學習如何組織架構一

個國際會議，是一個極大的收穫。 

99 年 8 月 29 日本人參加基因與環境等相關因子對精神疾病發生的影響。演

講者合計有五位，五個主題從基礎研究發展到臨床如何治療、照顧病人，做整體

的描述。荷蘭學者 Jim van Os 認為基因跟環境互相交互作用的發展，在精神疾病

的發生扮演一個推動者的角色；另外英國學者 Robin M. Murray 針對精神分裂症

的流行病因紋狀體是否可以根據多巴胺病理變化作解釋；希臘學者 Nicholas C. 

Stefanis 分析外在環境的壓力對於精神病症狀的產生是否與基因的不一致性有關

聯做分享；另外，義大利學者針對腦部滋養因子(BDNF)與神經成長因子(NGF)與

精神病症狀的發生是否相關性做分析，他們認為 BDNF 與 NGF 是可以當做神經

內分泌的因子，且這些因子與壓力有相關性，但僅限於動物性的研究，對於日後

是否可發展至人類身上，仍有很大的挑戰。 

99 年 8 月 30 日本人參加腦部神經刺激激素治療情緒障礙病患的應用研討

會。希望能夠將目前頑固型憂鬱症患者之治療是否能在藥物無效時，運用腦部深

度電刺激療法做治療。 

99 年 8 月 31 日本人參加討論精神疾病跟身體疼痛的交互關係研討會。企圖

分析是否能結合疼痛醫學與精神醫學，並將其結合運用於本院之疼痛病患身上。

另外亦參加大會所舉辦的教育性演講，瑞典學者 Sven Ove Ogren 針對 epigenetic 

regulation 是否在認知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做了詳盡的解釋。  

99 年 9 月 1 日本人看到學會安排災後症候群之相關演講。認為此一系列之演

講內容對軍陣精神醫學一定有相當大的幫助，故本人運用紙筆與相機記錄所有會

議內容拷貝返國。 

99 年 9 月 2 日本人下午兩點的飛機返國，但本人不想浪費時間又礙於時間短

暫，本人仍然起了個大早趕往阿姆斯特丹大學附屬醫院，想要學習秘密客之精

神，企圖學習阿姆斯特丹大學附屬醫院的看診模式與軟硬體設備、人道關懷是否

與本院有所差異，作一學習。本人到阿姆斯特丹大學附屬醫院的候診大廳，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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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醫學中心仍然有所謂的奉茶活動，但其奉茶奉的不是茶，而是給與病人咖啡；

尤其不像本院只使用水壺倒水進入紙杯給病人飲用，而是推著推車連同整台咖啡

機到候診大廳。本人本想用相機留下照片，但礙於該院禁止照相、禁止講電話故

作罷。走進其中庭大廳，類似於本院地下街的中央廣場，大廳中仍有所謂的咖啡

廳、麵包館、便利商店、餐廳，但令本人驚訝的是，正中間的牆壁有四台電腦可

以免費網路連線，本人好奇至該地方上網發現亦可連上本院，並運用本院信箱寄

了許多信件回國。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國外的網路方便性如此普及，可供

大眾使用，不知本院是否也能夠有機會提供此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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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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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able 2. DAT1 gene polymorphisms and specific personality traits in patients with MD. (459 MD patients 
completed T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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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錄四： 

 

 



 8

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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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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