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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歐洲兒科醫學會議(European Academy of Pediatric Societies; EAPS)肇始於 2006 年，

涵蓋 27 個歐盟會員國，以下分會包括歐洲兒科醫學會 European Academy of 

Pediatrics(EAP)、歐洲兒科及新生兒科重症醫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Pediatric &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ESPNIC)以及歐洲兒科研究醫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Pediatric 

Research (ESPR)。2012 年 10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舉行第 4 屆歐洲兒科

醫學會議，主席為荷蘭的 Jan Hazelzet 教授以及瑞士的 Petra Huppi 教授，研討會的議題包

括兒科各次專科以及護理相關領域的熱門話題、最新的研究、治療方式及研究創作皆有相當

廣泛而深入的討論。本次歐洲兒科醫學會議除了專題演講、口頭論文報告及現場論文展示超

過兩千篇等，每個研究議題皆能讓參加活動的學者專家更進一步與各相關領域的教授、專家

即時的討論交換意見。職等此次有幸受邀於大會中提出口頭與壁報論文報告，很感謝國防部

經費補助參與此會議。藉由參加這次會議，了解他國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及趨勢，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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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本文 

 

一、參加目的： 

職等目前任職於三軍總醫院小兒部，承國防部之同意及補助出席第四屆歐洲兒科醫學會

議(4th European Academy of Pediatric Societies; EAPS)於 101 年 10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舉行。此次會議延攬世界知名各領域專家以及臨床醫師、護理師和有相

關學術研究領域的學者專家，自有其重要性。此次會議有超過兩千多篇的論文報告展出，在

兒科醫學領域的國際會議而言有其份量與影響力。 

職等於 97 年歸建小兒科部，對於兒童神經疾病相關議題有數個研究正持續在進行，也

陸續於國內外包含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年會、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及國際嬰幼兒癲癇症

候群研討會等重要會議內發表口頭或壁報論文展示。今年職等將「以二維量位對比磁振造影

評估小孩與成人顱內腦脊髓液流量」(范洪春醫師)以及「毛毛樣腦血管疾病的臨床特徵與預

後討論—台灣一醫學中心的經驗」(胡智棻醫師)的研究成果投稿於本次大會， 經由大會委員

會遴選後，同意於會議中以口頭及壁報論文報告，此機會實屬不易。於開會期間，職等可一

方面學習與會的專家學者有關兒科醫學領域研究最新進展及臨床經驗外，同時發表自己的研

究成果與國際人士交流，對於職等在臨床、教學及研究工作的收獲甚豐。非常感謝國防部經

費的補助讓職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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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過程： 

在為期五天的議程 整個會議包含口頭及壁報論文報告二部分的模式在進行，依照每日

的議程逐一進行，並記載詳細每日會議過程之重要議題如下： 

第一日議程(十月五日)：第一天的行程大會從下午開始安排一些小型的工商服務型演

講， 16:00-17:25 同一時段有三場分別由 Baxter、Maquet 以及 GSK 贊助的小型研討會，題

目分別是靜脈營養對於兒童生長發育的影響、使用非侵入型呼吸器 Niv Nava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neurally adjusted ventilatory assist)在兒童及新生兒的經驗以及多種疫苗施打對

於保護兒童健康的效益與成果。職等參加第三場疫苗相關議題研討會，主要是探討六合一疫

苗、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以及人類乳突病毒疫苗等三種疫苗的深入探討，發現台灣其實在

提供預防保健以及疫苗注射算是非常成功且有效，且例行規定應接種的疫苗接種率可高達九

成五，甚至超過歐洲部份國家，讓台灣地區兒童的醫療品質可以趨近歐洲國家的成果，僅差

在台灣的社會服務政策相較於歐系國家對於兒童仍不足夠，以上所提疫苗在台灣均要自費，

歐洲國家多半是列入社會福利，讓每個小朋友都能接受疫苗保護。接下來 17:30-19:00 的時段

分別是由荷蘭的 Jan Hazelzet 教授(組織委員會主席)、瑞士的 Petra Huppi 教授(科學委員

會主席)、瑞士的 M. Neira 教授(代表世界衛生組織)、土耳其 F. cullu 教授(代表土耳其兒

科醫學會)、A. van den Hoogen 教授(代表歐洲護理學會)各致歡迎詞 10 分鐘，19:00 開始後，

大家便移動至海報展覽區以及廠商服務區，職等也先行找到公布欄說明壁報張貼時間以及位

置，並蒐集相關有興趣的資料後，隨即離開會場，準備參加隔天早上 08:00 開始的教育演講

課程。 

第二日議程(十月六日)：第ㄧ天早上參加第一堂課程為寫作文章技巧的訣竅，是由德國

的 P. Hoyer 教授主講，上課內容簡明有趣，特別是針對很多非英語系國家使用英文的習慣提

出很多精闢見解，特別是如何使用精準的文字呈現文章精華。接下來的第二堂課是這次醫學

會最精采的演講，是邀請美國哈佛醫學院附設波士頓兒童醫院神經科主任 J.J. Volpe 教授來

講解「早產兒腦病變」病生理機轉」，J.J. Volpe 教授同時也是撰寫新生兒神經學教科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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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能親自聆聽大師級的演講真的收穫非常多，他所領導的團隊分成許多小組，分別研究

諸多不同的病理機轉與介入保護，看起來在動物模型上有相當的成果，這讓職等相當佩服講

者對於鑽研此病的＂精＂與＂深＂，也讓人佩服其能成為大師的風範。接下來整個上午的主

題也是圍繞在新生兒腦病變，由各國醫學中心的臨床研究員以動物模型探討缺氧性腦病變的

分子醫學變化，例如 homocysteine、iNO、Sigma-1 receptor agonist、MTOR model 等對於

缺氧性腦病變的影響與變化，所有講者均不約而同地希望由不同的切入方向，來分析缺氧性

腦病變的機轉以及如何阻斷惡性循環甚至逆轉，讓職等對於此塊研究領域延伸出一些可以繼

續深入探討的研究方向。下午時間從 13:30 開始有更多不同的演講同時舉行，例如有討論罕

見疾病(Niemann-Pick type C, Np-C)、討論 NICU/PICU 營養問題、新生兒腦傷、兒童感染重

症處置、呼吸衰竭議題、新生兒急救新觀念、神經保護、先天性心臟病、肥胖與健康等主題，

職等參加神經保護這個場次。在這個主題每位講者討論的介入均不同，分別第一位是由美國

的教授先做引言及題綱，接下來的講者分別是探討 XENON、CEACAM1、DEXMEDETOMIDINE 合併

低溫療法的副作用以及 Erythropoietin 的安全性與成效。職等對於「XENON—神奇的藥」非

常有興趣，講者是來自英國的 M. Thoresen 教授，他綜整相關文獻並提出他對此藥的看法。

XENON(氙,稀有的惰性氣體元素,符號 Xe)，一般對此氣體的認識是他在光電照明上的運用為

主，早在 1980 年代就有文獻提出 XENON 對於進行中的缺氧性腦病變有神經保護效果外，甚至

還能進一步改善相關神經保護因子的質與量，很特別的是這類氣體也有麻醉效果，會讓動物

進入鎮靜狀態。在小鼠研究發現及早在傷害發生時介入，可以改善並增加 transcription factors 

(與神經元的生長、存活以及突觸連結的轉錄因子)如：pCREB (phosphorylation cAMP-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 Bcl-2(B cell lymphocyte gene-2) 以 及 BDNF(Brain-derived 

neurotrophy factor)的濃度，甚至有研究用 preconditioning treatment(70% Xenon and 30% 

Oxygen inhalation)，發現可以減輕急性腦傷的嚴重度，所以在早期能確認胎兒有缺氧性腦病

變的可能時，甚至可以從產前給孕婦使用以預防腦病變發生。除了尚未有大規模的人體實驗

外，此類氣體單價昂貴，也需要特殊管路來儲存，加上必須是醫療用氣體(非工業使用的可能

雜質多且純度不明)，目前還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要去解決才能大量應用。 

第三日議程(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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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第一堂課也是大師開講，由英國的 Z. Nagy 教授以及美國的 J. Neil 教授分別

授課，討論的題目是關於核磁共振的基本原理、顯影劑機轉以及影像呈現。這堂課算是核磁

共振教學的入門，除了描述基本的 T1, T2 影像外，現在核磁共振有很多 pulse sequence(脈

衝序列)可以從不同的影像對比訊號分析，提供更多臨床訊息。特別是用在腦部影像更是可以

鑑別確切病灶外，還能推斷發生時間以及推估預後。現在常用的影像對比包括有 IR(反轉回

復)、STIR(短 TI 反轉回復)、FLAIR(腦脊髓液抑制反轉回復)、MP(磁化準備)……不勝枚舉。

這些 Sequence 的主要目的是要經由影像對比變化，來加強影像上水性組織及脂肪組織的分

辨，顯影劑的輔助使用可以增加對比訊號，也可以選擇性壓制部分不須評估的組織信號以及

達到血管攝影技術的影像(MRA)。另外目前進階到功能性影像的分析，包括流速定量分析、微

灌流影像、水分子擴散影像、神經纖維追蹤等，甚至還有合併頻譜可以分析化學物的代謝等，

職(范洪春醫師)今天下午 14:10 要報的內容就是與腦部核磁共振影像分析技術有關的研究，

能聽到大師講解這麼詳細，讓職等對研究更有進一步想法與認識。中間時段職(范洪春醫師)

準備 slides 以及 English presentation，在 Speaker Ready＇s room 準備以及預演。到了

下午時間 14:10 正式在腦部影像研討的會場進行報告，準備了近 20 張 slides 要在 5 分鐘內

做一個簡介，而且要把這個故事說清楚的確很不容易，這的確是不容易的挑戰。職(范洪春醫

師)報告這篇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討論目前 MRI 技術中可以測定 CSF flow，對於疾病的診斷

以及介入治療後的改善或是變化的分析，特別著重在成人與兒科病患的差異比較，有些初步

的成果，這個場次的主席對於職所報告的內容也頗有興趣，看起來這個議題值得後續開發及

深入研究。在這個場次的演講主要是跟腦部生理電氣監控有關的主題，演講者的主題包括用

MRI 的技術來分析週產期新生兒腦動脈缺氧性中風的狀況、早產兒聽力變化經由系列性腦電

波追蹤的成果、足月新生兒發生缺氧性腦病變使用低溫療法時，經由長程動態視頻腦電波監

視(aEEG)以及近遠紅外線頻譜(NIRS)偵測結果可以評估病人預後狀況、在高血鈉早產兒治療

其血鈉變化與腦室出血的關連、在使用低溫療法的新生兒其發生急性腎臟損傷後與腦部 MRI

影像的關連性以及在有腦傷的早產兒其血液中前驅細胞(circulating progenitor cells)的

初步研究報告等。在其他的演講場次安排，也發現這一次大會重點是著力在新生兒缺氧性腦

病變的研究，包括影響因子、介入治療以及預後分析，除了讓治療變得更加成熟之外，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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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疾病真正的病生理有更進一步認識。 

第四日議程(十月八日)：  

今日議程重點是優秀年輕學者頒獎，以及歐洲兒科及新生兒科重症醫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Pediatric &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ESPNIC)以及歐洲兒科研究醫學會

European Society of Pediatric Research (ESPR)有持續性大規模研究的題目做階段性報

告。第一部分是優秀年輕學者的報告，目前在歐洲兒科研究最熱門的議題是新生兒缺氧性腦

病變，第一位學者是研究這些早產兒長大後在數學運算上的表現與其認知功能的評估，因為

在新生兒神經科大師指出腦部在缺氧後的傷害，會影響到認知與行為(Cognitive and 

behavior)，就算腦部並沒有出現病灶，但是曾經暴露的風險仍會在之後的生長發育表現出問

題、另外接著一位也是不約而同的進一步討論，這些早產兒在將來課業上學習除了認知有問

題外，甚至也會有過動以及注意力不集中的狀況，間接影響其學習、接著一位是討論在接受

低溫療法的病人(缺氧性腦病變的新生兒)，如果病人因抽筋而接受抗癲癇藥物治療時，使用

phenobarbital 以及 lidocaine(台灣使用經驗較少, 以歐洲為使用大宗)的藥物動力學討

論，發現 phenobarbital 不會受低溫影響藥物濃度、接者一位學者是討論早期使用脂肪以及

高劑量的胺基酸是否可以讓早產兒儘早進行合成代謝，以利後續生長發育(目前三總的作法是

早期給少量脂肪與胺基酸，再逐日於靜脈營養中增加劑量)，在作者研究看來似乎生長曲線比

較能追趕足月兒的狀況。中間一段是比較長時間的 Free posters viewing 以及午餐時段，職

(胡智棻醫師)在今天有壁報展示，題目是論毛毛樣腦血管病在三總七年來的病例分析，初步

結果看起來似乎是接受保守治療的人比較多，而且這些不開刀的病人在一年以上的門診時間

追蹤，似乎也並沒有惡化太快，跟傳統認為這是外科必須介入否則會很快惡化的概念不同。

因為這個病在歐洲發生率很低，頂多知道有這個病，但是對於詳細的狀況仍不熟悉，這也是

地域上流行病學上很大的不同。另外剛好在兒童神經領域的海報展示區，職(胡智棻醫師)的

隔壁是來自英國伯明罕大學兒童神經科主治醫師的海報作品，他一次投稿三篇且有一篇選為

口頭報告實屬不易，在他的 poster 提到兩個主題分別是 EAST/SeSAME syndrome 以及

Childhood narcolepsy 的案例分析，前者主要是 seizures, sensorineural deafness, ataxia, mental 

retardation, and electrolyte imbalance (hypokalemia, metabolic alkalosis, and hypomagnesemia)的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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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病人會很早期(新生兒階段)就會出現抽筋跟低血鉀，所以如果出現這兩個症狀，可以檢查

potassium Kir4.1 channel(KCNJ10 gene)是否有突變，另外第二篇主要是討論兒童猝睡症的議題，

作者主要是針對個案分析比較，以及分享精美連拍動態圖，讓大家對這個陌生的疾病有更進

一步認識。另外還有一些作者討論兒童腦炎的流行病學以及治療跟預後，整體而言神經科的

主題是比較少的。下午開始的主題職參加新生兒腦傷的實驗成果，主要都是動物模型未有人

體試驗。第一位講者提出高劑量注射退黑激素時，可以增強低溫療法時神經保護的作用，但

是同時也帶來低血壓的副作用、接下來的講者是討論 TNF 誘導 gene 6 protein 生成---可以對抗

發炎且有腦傷的狀況，是一個很有效的神經保護因子、下一位講者則是討論發炎以及缺氧在

新生兒腦部白質傷害的機轉和交互作用，所以這些介入都會讓白質 myelination 的過程受到破

壞，進一步造成 PVL(腦室旁白質軟化症)，長大之後主要是造成腦性麻痺等嚴重的後遺症、接

下來的講者是討論高氧狀態下對於腦部 Thioredoxin/Peroxiredoxin 系統的影響，我們知道

Thioredoxin/Peroxiredoxin 這是存在粒線體的抗過氧化氫機制(因為呼吸鏈所產生的廢物)，當高

氧狀態下產生過多的自由基也是會破壞這個系統而間接導致細胞凋亡等結果。 

 

第五日議程(十月九日)：最後一天因為要趕下午 13:30的飛機必須在早上 10:30出發(飯

店至機場需要一小時車程)，故最後一天僅參加 08:00-09:00 一小時的演講，且中午的閉幕式

也無法參加，感覺有些可惜。早上的一小時演講是大師開講系列 MRI 應用的第三部曲，主要

是說功能性核磁造影(fMRI)的應用，目前有提出系列性追蹤 DTI(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可以表現出白質的微細構造及發育走向，也有使用 SWI(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又叫 BOLD venographic imaging)的技術，可以早期偵測微出血(microbleeds)，也對 venous 

blood、hemorrhage 以及 iron storage 非常敏感。另外還有腦血流的偵測也可以由

ASL(Arterial spin labeling) perfusion MRI 來評估，可以提供非侵襲性且量化的數值來

評估局部腦血流。現在這些技術可以提供很多功能訊息，提供臨床醫師參考，可以告訴我們

不僅是目前的腦部狀況，還可以告訴我們之前發生的事情以及可以提供預後的參考。不過資

訊越多，越需要臨床醫師做更多的判斷，畢竟資料是死的，必須要醫生結合臨床作綜合判斷，

這也是在資訊科學爆炸的年代，需要更加小心選擇及判斷的地方，臨床醫師獲得更多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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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必須多花心血去整理以及判讀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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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心得： 

本次醫學會討論除了專題演講、口頭論文報告及現場論文展示超過兩千篇等多項活動，

每個論文皆讓參加活動的學者能更進一步與各相關議題領域的教授、專家即時的討論交換意

見。藉由參加這次會議，且對於一個歐洲區域的年會,如何能擴展成國際型的會議,有其值得

學習之處，獲益良多。 

此次會議最大出風頭的應屬新生兒缺氧性腦病變的研究與探討，除了請到哈佛醫學院附

設波士頓兒童醫院神經科主任 J.J. Volpe 教授來做引言外，許多國家醫學中心的臨床研究員

亦極力探討與呈現缺氧性腦病變的治療與介入以及神經保護機轉等，讓職等對於此病有更清

楚的病生理學的輪廓外，會議中更提到許多利器以及藥物運用在治療這一類的新生兒身上，

雖然仍有許多謎底待解，但是這個主題的報告已讓人感受到醫學上大幅的進步與創舉。整體

而言，在本次會議中可以明顯感受科學進步之神速且驚人，更衝擊我們要更要向前發展，更

有使命感。此外大會議程安排與會場便利與舒適，所耗的人力物力是相當龐大，感受到土耳

其當局對於辦國際會議的用心與投入的心血，獲得的國際肯定與周邊效益是無法估計。我們

也應學習去積極爭取各種國內外際學術會議的機會，讓三軍總醫院的知名度更向世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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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單位後報告情形： 

本次會議職等的研究論文獲大會肯定，其中一篇題目為「以二維量位對比磁振造影評估

小孩與成人顱內腦脊髓液流量」，除既定的壁報展示外，另增口頭報告時段，不但可與專家學

者做直接討論外，更代表本部研究已受到國際的肯定，對個人而言更是難得的經驗。已將相

關資訊(如付件一與二)帶回並於民國 101 年 10 月 19 日星期五在所屬的單位報告，同仁皆感

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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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事項： 

本次參與國際會議，有專題演講、專題研討會及論文海報展示等各方面議程，與來自全

球各地的學者專家互相討論，吸取新知後，對於自己往後的研究工有相當大的助益。同時藉

由會議發表自己的論文，認識結交國外一流學者前輩，促進國際交流，提昇本院、國軍與台

灣的國際地位。 

在參加這次大會之後，提供職等很多可以開發研究的項目，特別是在新生兒缺氧性腦病

變的研究有許多動物模型可以建立，是可以開發研究的題材；另外在影像學的領域，很多高

階影像可以提供很多精確且詳細的訊息，職等所報告的兩篇海報均與腦部影像的探討有很大

關係，回想在今年度中旬小兒神經科年會有邀請到陳震宇教育長演講腦部 MRI 的應用，看起

來似乎能相互呼應，而且這些影像檢查均為非侵襲性，是可以開發臨床結合影像的另一個有

趣課題，也值得繼續開發相關研究。 

在此次大會中，也讓我們知道自己部份的優勢與缺陷不足之處，國內相同領域的學者應

加強彼此合作與互動的關係，經由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可拓展視野並跟上國際最新進展，讓

我們更具競爭力並提昇國內研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實為值得鼓勵。由於補助有限，讓人

對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意願減低，這是值得思考的事宜。 

國際研討會議所提供的新知為全面性、前瞻性及整合性的，且有機會與研究之學者專家

當面交流對談，許多新的構想更容易被激發創造出來。也有助本院及臺灣提昇國際地位，這

是長官以及全院同仁，甚至是全國人民可以思考與促進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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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參加此會議對單位之貢獻： 

職等對於兒童神經相關的研究已起步並已陸續發表，此會議除了聽取各國專家意見外，

從壁報展示及部份口頭報告討論中，了解職的研究在國際的方向。職等於會議中獲得許多新

的概念以及未來本部可持序進行之研究方向。例如除了兒科領域的研究外還有臨床實務照顧

等，可以與其他醫院的學者先進醫師做廣泛的合作與學習。對於本院研究的投入與整合，能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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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錄 

 

附件：回單位後報告之內容(內含出國參加會議日程表及議程表) 



2012/10/22 

1 

第四屆歐洲小兒科醫學會 

報告人:范洪春 

0900 arrived at Istanbul 



2012/10/22 

2 

Microcirculation  Dr R. gonzalez, Sprain 

What dose the neonatal EEG tell us 

S. Vanhatelo 



2012/10/22 

3 



2012/10/22 

4 

Maryland University, Psychology department 

Adjunct professor  

CSF Flow Quantification of the Cerebral Aqueduct 

in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2-D Cine Phase-

Contrast MR Imaging 

 
Hueng-Chuen Fan1 , Lung-Hui Giiang2 , Teng-Yi Huang3  

, Chun-Jung Juan2, Cheng-Yu Chen2 , Shyi-Jou Chen1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1 Department of Radiology2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Neihu, Taipei, Taiwan.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3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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