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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次的出國進修，為期一年，自 102 年 01 月 29 日起至 103 年 01 月 28 日止，地點是

美國費城市中心的湯瑪仕傑佛遜大學附設醫院的骨科部。此次的學習重點在於各種脊椎相關

疾病的診斷及治療，包括常見及最新的手術方法，和脊椎相關議題的研究及發展。在這一年

的學習中，大致上可分為臨床及研究等兩大部分。 

      臨床方面，除了參加院內、院外的各種醫學研討會及晨間會議之外，我也配合醫院的

作息時間，實際地參與醫師們在門診時對於病人的望、聞、問、切，以及進一步到醫院的手

術室，直接地了解並清楚地看到醫師們針對各種脊椎病症所採取的手術方法以及每個步驟。 

      至於研究方面，我有機會進入兩個合作相當密切的實驗室及其團隊，了解有關脊椎目

前相關研究的最新資訊、各種實驗步驟及驗證方法，也同時實際參與了幾項有關於脊椎椎間

盤的細胞在細胞培養的實驗環境下，對於發炎過程的一些生物反應及一些相對應的表現，讓

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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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此次的學習重點在於探討各種脊椎相關疾病的臨床診斷，理學檢查及其治療計劃，包

括常見及目前最新的手術方法，和了解美國現在對於脊椎相關議題的研究與發展。 

 

過程 

       

       這次非常感謝三軍總醫院以及骨科部的長官們，讓我有這個機會能夠出國進修，來到

美國的費城，美國的第五大城市。時間自 102 年 01 月 29 日起至 103 年 01 月 28 日止，這一

年我都在美國費城市中心的湯瑪仕傑佛遜大學附設醫院(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Hospital)這裡學習各種脊椎相關疾病的診斷及治療，包括常見及最新的脊椎手術方法，和脊

椎相關議題的研究及發展。而湯瑪仕傑佛遜大學附設醫院是坐落在費城的市中心，和費城的

其他建築地標，像獨立廳、自由鐘、費城藝術博物館一樣，外表看上去總是蒙著一層歷史的

面紗。這一個成立於西元 1825 年，至今擁有急性床 1000 床，目前是全美約 5000 所醫療院所

中排名第 17 名，骨科專科領域排名第七名的大學附設醫院，雖然有些大樓並沒有想像的那麼

老舊，但是當你駐足其中就會發現，即便是一個小小的角落，都有那麼一幅人物的掛圖在訴

說著那個年代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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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這裡的骨科部學習，而 Dr. Todd Albert, 我的老師，是湯瑪仕傑佛遜大學附設

醫院骨科部主任，也是羅斯曼學會(Rothmann Institute) 在費城的主席。他同時也獲選在非

營利醫院(Non-Profit hospital)中排名前 20 名的脊椎領域的醫師。雖然如此，他總是很客

氣地對待每個像我一樣的“外來客”，有問必答，讓我感覺在這裡的學習十分自在而且豐富。 

在這一年的學習旅程中，大致上可分為臨床及研究等兩大部分，以下就分別詳述。 

 

(臨床部分) 

       臨床方面，除了參加院內的各種醫學研討會之外，每天早上七點的晨間會議，醫師們

總是一起在會議室裡討論著昨天或前幾天較有趣及特殊的案例，還有今天手術室等待開刀的

病患，Dr. Albert 和 Dr. Vaccaro 認真地分析及討論，讓我收穫不少。同時，我也配合醫院

的作息時間，實際地參與醫師們在門診時對於病人的望、聞、問、切，各項理學檢查，主要

集中於神經學的一些理學檢查，以及進一步到醫院的手術室，直接地了解並清楚地看到醫師

們針對各種脊椎病症所採取的手術方法以及每一個步驟。這裡的骨科醫師，專科領域在脊椎

方面者，最資深也是手術較多的共有三位︰我的老師，Dr. Todd Albert；骨科 Dr. Alexander 

Vaccaro；以及一位神經外科醫師，Dr. James Harrop。這三位醫師其實都是我的老師，因為

在這裡的手術室對於外來的醫師是很友善的，你只要和主刀醫師報備一聲，所有的手術你都

可以一窺究竟。也因此，無論是哪位醫師的手術房，甚至於關節重建科的手術室，只要主刀

醫師同意，都可以一覽無疑。 

       至於院外，我也是積極地參與各種研習會。這一年中所參加的較大型脊椎臨床研習會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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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四月五日、六日位於 Chicago 的 NASS 教育中心為期兩天的研習，主題是“成人

脊椎病變之評估與治療(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adult spinal deformity)”，其中

包括課堂講述以及實際大體模擬手術等。其內容包括從基礎方面介紹脊椎的構造及各種手術

的方法，同時說明脊椎的力學結構，當然也實際地在大體上施行各種脊椎手術，讓我們了解

現今常用的脊椎手術及各種植入器。同時也介紹了各種脊椎畸形和矯正的方式，讓我獲益匪

淺。 

       (2) 九月六日、七日參加位於 Baltimore 的 Johns Hopkins hospital 舉辦之為期兩

天的研習會，主題是“第三屆年度脊椎工作坊(Third annual spine workshop)”，其中包括

課堂講述以及實際大體模擬手術等。其中除了有 Johns Hopkins hospital 內的脊椎專科醫師

之外，醫院的 Dr. James Harrop 也受邀擔任教師。主要課程包括了頸椎及腰椎的手術方法，

介紹前側手術方法及後側手術方法，還有脊椎矯正手術，包括了後側胸椎骨矯正手術和後側

腰椎骨矯正手術，同時也介紹了微創手術包括胸椎及腰椎等(XLIF，DLIF)。比較不同的是此

次研習會除了上述這些課程以及大體的實際操作之外，還有實際臨床案例可以讓大家共同討

論，也可以從中學習到不少經驗。 

       (3) 九月十三日、十四日位於 Chicago 的 NASS 教育中心為期兩天的研習，主題是“脊

椎手術之介紹與未來治療脊椎疼痛之各種介入性方法(Introduction to spine surgery and 

interventional pain management for future spine surgeons and future interventional 

pain practitioners)”，其中包括課堂講述以及實際大體模擬手術等。其內容包括一些目前

臨床上常用的介入性治療脊椎疼痛的療法如介入性藥物注射等，並且深入探討使用此類療法

的適應症及時機，以及何時考慮使用手術治療。同時也介紹了幾種常見的微創手術及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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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充分利用大體來操作和熟悉整個步驟和流程。 

       (4) 十月九日至十月十二日 NASS 於 New Orleans 舉辦為期四天的年度會議，此次是

第 28 屆的年度盛會。在參加主要的會議之前，我報名參與了會前課程(Pre-meeting course)，

有兩項自費課程，一是微創手術操作課程(Hand-on course：Mini-invasive spine surgery)，

主要針對是腰椎部分的各種手術方法；另一個是有關頸椎退化性疾病前位手術之演化

(Evolving Anterior Technologies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Degenerative Disease)，

聽取各個專家在其頸椎領域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及情形。之後便實際參與為期四天的主要議

程，讓我對現今在脊椎手術方面的最新發展及議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研究部分) 

      至於研究方面，我有機會進入兩個合作相當密切的實驗室及其團隊，了解有關脊椎目

前相關研究的最新資訊、各種實驗步驟及驗證方法，也同時實際參與了幾項有關於脊椎中椎

間盤細胞在細胞培養的實驗環境下，對於發炎過程的一些生物反應及一些相對應的表現，讓

我受益匪淺。 

      其中，較大的實驗室，成員較多約有十二員，來自世界各個角落，而實驗室主持人是

Makarand Risbud 教授，主要研究的領域是生理、細胞生物學及解剖學。老師的著作繁不及

備載，從 Science 到 Spine journal 都有，主要都是針對脊椎的議題包括椎間盤細胞、間質

幹細胞以及各種細胞株培養，在不同生長環境如缺氧(Hypoxia)或者高滲透壓(hypertonicity)

的情形下，各種細胞分泌各類因子如 HIF-1, TonEBP 等的機轉探討，還有各種細胞訊號( Cell 

signaling)的實驗，真的讓我收穫良多。同時，老師也涵蓋骨科領域的研究如骨質疏鬆在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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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層級方面的機轉及細胞訊號傳遞的探討，各種支架(Scaffolds)的研究等。 

      另一方面，因為我需要從一些基本的實驗方法及流程開始學習，所以我進入了另外一

個實驗室，主持人為 Dr. Greg Anderson 和 Dessislava Markova 博士，她很細心地從基本

的椎間盤細胞的萃取及培養，如何配置培養液，以及如何實際操作細胞培養，進而教導我做

一些細胞實驗，讓我真正參與有關細胞生物學及細胞訊號等的實驗，實在有非常多的收穫。

這一年中，我所實際參與的實驗約有三項： 

       (1) Substance P 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而實驗發現在某些細胞在發炎的過程中會分

泌此一物質，但是在椎間盤細胞包括髓核細胞(Nucleus pulposus)及纖維環細胞(Annulus 

fibrosus)仍未知。因此我們利用細胞培養模式，培養椎間盤細胞，再利用 Substance P 來治

療細胞。結果發現椎間盤細胞內含有 Substance P 的接受器 NK1R，當細胞暴露在充滿

Substance P 的環境中，細胞會分泌相關的發炎因子如 IL-1β，IL-6， IL-8，同時也利用了

L-760735，NK1R 的抑制劑證實此反應是與劑量是呈現正相關的，而且這個反應是透過 P38 及

ERK1/2 兩個途徑來傳遞。 

       (2) 椎間盤退化包括水分的消失，細胞間質的改變，細胞數量的減少等，然而血管 的

增加和神經纖維的增生也同時出現在此一過程中。因此我們利用手術過程摘取椎間盤，並且

註明來自纖維環的不同部位如前1/3和後 1/3，藉此研究位於不同部位的纖維環細胞(Annulus 

fibrosus)是否有不同的細胞訊號及其反應。研究利用 Genespring 軟體程式分析相關細胞物

質發現 IL-4, IL-5, IL-6, GRO-α, TNF-β, and IGF-1 是顯著地被表現在退化的纖維環後

1/3 處。 

       (3)神經成長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是種蛋白質，可以促進神經細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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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突觸的形成。然而研究證實在人體內的某些細胞如果暴露於充滿發炎因子的環境之中，

會讓細胞分泌 NGF 進而濃度升高。但是在椎間盤細胞包括髓核細胞(Nucleus pulposus)及纖

維環細胞(Annulus fibrosus)仍未知。因此我們利用細胞培養的模式，將細胞置於培養皿中，

再加入不同濃度的 NGF，之後收集細胞及其蛋白予以分析。實驗發現在椎間盤細胞包括髓核

細胞(Nucleus pulposus)及纖維環細胞(Annulus fibrosus)都有存在 NGF 的接受器，TrkA 及

P75，但濃度不高，同時也發現給予不同濃度的 NGF，細胞會有不同的反應。 

       再者我在美國費城的這一年，又剛好遇到費城脊椎研究學會舉辦第二屆國際脊椎研討

會，時間是十一月六日至八日，地點就在湯瑪仕傑佛遜大學，而主席就是我的老師，Makarand 

Risbud 教授，和 Irving Shapiro 博士。此次的會議主題仍然以脊椎為主，包括細胞學，生

理學，解剖學，病理學及分子生物學，及再生醫學和生物力學等不同的研究領域。來自全世

界共兩百位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為脊椎研究貢獻一己之力，分享各自的研究

成果。為期三天的研討會，真的讓我大開眼界，也讓我對於脊椎方面的各種議題及最近的研

究發展，有了深刻的認識，也了解在不同的領域，大家如何能夠溝通並且相互分享研究心得，

進而更激發出更燦爛的火花，延續研究的動機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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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這一次的美國之行，讓我對於骨科尤其是脊椎方面有了很不一樣的認識，也更激勵我

朝著脊椎這個領域繼續努力。我希望在未來能夠繼續延續這股學習的能量及動力。同時，也

持續和國內外在脊椎方面的這些頂尖學者保持聯繫，多參與國際會議以及國際研討會，了解

最新的研究及臨床的發展，並且期許自己能夠穩定學習，增進自己的學識及技術，以不辜負

醫院及科部長官對我的期望。 

       然此次的進修，在一年的過程中，仍有些許不足之處。因此提出下列幾項建議事項： 

(1)是否能夠在提出適當的理由及研究進度報告的情形下，能夠給予較為彈性的進修時限，因

為在進修機構願意配合和協助之下，卻因為進修時限而無法將整個研究部分完成。如果可以

有幾個月甚至半年的彈性，便可以完成整個研究而不至於遺憾。 

(2)針對參加國際性會議部分，是否可以在提出相關的報告資料前提之下，對於相關費用如報

名費甚至機票等交通費用，能夠有所補貼。 

(3)建議在確定出國時程及日期之後，能夠有一個相關的平台或者是連絡人，可以分區域來作

一個適時的聯繫及協助(例如美東和美西等)，讓出國進修的人員可以在出國前的準備上，以

及在異地生活的適應上，能夠有一個地方可以詢問，獲得解答，以期更快速地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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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北美脊椎學會 2013 年第 28 屆年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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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費城脊椎研究學會 2013 第二屆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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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各類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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