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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醫學核磁共振造影學會年會（ ISMRM ）是一個由臨床醫生，物理學家，工程

師，化學家和放射技術師因共同興趣而產生之專業社群，在世界各地促進創新，發展

和應用醫學之多學科且非盈利之組織， 學會在每年的春夏之交召開年會進行深入的專

題討論及研究論文的發表。今年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核磁共振專家都藉此盛會齊聚於加

拿大多倫多城進行意見交換及分享研究成果。本人主要於會議中報告急性中風之磁敏

感加權影像: 定量低血流灌注，磁敏感加權成像（SWI）的靜脈血的信號強度是血液氧

水平依賴的（BOLD），並且可以反映脫氧血紅蛋白在缺血性中風的患者具有較高的氧提

取分率濃度增加，在受影響的大腦半球增加的 BOLD 信號(IBS)中的稱為血流灌注缺損

區。我們研究的目的是通過使用動脈自旋標記和 SWI 技術，分別定量地評估腦血流灌

注和 IBS 治療急性缺血性中風之間的相關性。除此之外也藉由這次開會的機會，和世

界各地進行核磁共振影像研究的專家學者，討論與我們研究相關的各項議題，在這個

會議中也有很多新的影像技術發表，可以提供我們未來在核磁共振影像研究的發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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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緣起 

國際醫學核磁共振造影學會年會（ISMRM）是在世界各地促進創新，發展和應用醫

學和生物學磁共振技術之多學科且非盈利之組織，是一個由臨床醫生，物理學家，工

程師，化學家和放射技術師因共同興趣而產生之專業社群，專注於科學和臨床社群之

間的持續對話。 

此學會的特色為彌合臨床和科學界之間的差距、培養基礎與臨床磁共振科學研究

和開發及其應用的醫療服務、提供國際論壇、核磁共振醫學科學、生物學等專業熱門

議題、提倡了解當代 MR 發展之認識與交流、提供教育渠道和繼續醫學教育學分、並出

版兩本期刊， 學會在每年的春夏之交召開年會進行深入的專題討論及研究論文的發

表。今年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核磁共振專家都藉此盛會齊聚於加拿大多倫多城進行意見

交換及分享研究成果。此會議有深遠的傳統，無論其會議安排或內容皆是值得學習與

借鏡的絕佳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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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加目的 

本次參加第二十三屆國際醫學核磁共振造影學會年會的目的主要是去展示有關急

性中風之磁敏感加權影像:定量低血流灌注上的研究心得以及和與會人員交換意見，此

研究論文主要是以科學海報呈現。除了展示研究成果之外，同時還進一步學習世界磁

振造影技術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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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過程 

本人於 5月 28 日從台北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直飛加拿大多倫多國際機場，開會

的場地在 Metro Convention Centre，連接中央車站，交通十分方便，前二天參加會前

會；所謂會前會是教育性質的會議(Education Course)，完整二天的核磁共振技術的

原理介紹及於臨床各方面之應用課程，內容包含最新的分子磁振造影技術等等。接下

來於星期一至星期四參加正式會議，每天皆從早上七點或七點半到下午六點三十分非

常充實的再教育與研討會，星期四晚上整理會議資料及行李，於星期五凌晨束裝搭機

返國。 

除了在上、下午分別舉行的正式討論會議之外，星期一至星期三中午有一項特別

的議程是由各贊助廠商，包括 Siemens, Philips, General Electrics 等國際知名磁

振機器供應商，介紹有關各家專門磁振造影技術的最新發展及臨床運用，除了各家研

發人員深入淺出的說明，還邀請美國知名醫學中心的主任或是各方面的專家上台演講

報告心得，以臨床的務實面解釋如何利用新的技術協助病人診斷或治療，這是一個非

常好的學習方式，可以真正以臨床的角度去解決臨床上的各種問題。另外大會在這個

中午的會議幫所有與會人員準備自取式的餐盒和飲料，餐點可以拿到會場邊用餐邊聽

演講，所有時間都運用的很充實，同一層樓還有海報展示中心，佔地比開會場地還

大，有幾百個科學研究成果海報，依照不同次分科學門展示，大會還在不同時間安排

海報的作者在現場與所有有興趣的會員互動，旁邊還有電腦多媒體海報展示，也是有

安排作者現場和大家互動。海報內容非常廣泛，舉凡尖端的分子影像研究到臨床實務

的各式鑑別診斷等，皆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心得報告。展示中心每天開放到晚上 9:00，

每晚都有很多放射科醫師和磁振造影專業研究人員在此分享研究成果，偶而還會遇到

同樣來自國內其他醫院的醫師，不單做了學術交流也增加之後在國內彼此合作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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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海報展示中心的另一側就是贊助場商的展示區，展場的模式和國內舉辦的大致相

同，不同的是有不少新的診斷及治療工具還沒引進國內。 

還有一些議程是屬於教育分積分課程，這是一個由美國各醫學中心非常有名的教

授或專家，幫磁振相關專家做精要的複習與新知介紹的課程，另外大部分的研討會場

都配備有一種加強互動的討論工具，叫做 ARS (Audience response system)。所謂

ARS 就是演講者在展示出一個題目的時候，由在場的聽衆按下選項，以顯示他們對此病

例的了解，當現場所有的聽眾於講者限定的時間內按下答案之後，立即就會在投影幕

上顯示出答對率及答錯率，以表示聽眾對此題了解的程度，此種方式已經慢慢在國內

相關會議中使用，希望有朝一日院內也能夠引入這類互動電子學習的模式，相信不但

可以提高學習的興趣，也可以讓教學的老師針對學生的認知加強教學的方向。 

上下午主要是各場次的科學論文報告，分佈整個大會中心，同時可以多達十個會

議廳，由各投稿人報告最近的科學研究成果。包含許多熱門課題，包括磁振張量影像

在大腦的運用、磁振張量影像和白質路徑影像在大腦以及頸椎的研究結果、大腦中風

之分析及腦灌流磁振造影技術及應用、以及最新的多切面同時磁振成像技術等，題目

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每個次專業領域都有涵括，所以與會人數非常多。每日 16:00 到

18:00 是很精彩及實用的核磁共振基本物理專題演講，也是邀請知名的專定學者報告或

複習重要的磁振觀念，其中也包括很多熱門和最新的技術，講者深入且有條理的介

紹，對於了解複雜的磁振成像原理，有非常大的助益。 這個大會還有一項非常特別的

貼心設計, 那就是委託了專業手機程式設計人員，提供了一個讓所有與會人員能夠隨

時查詢大會議程的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如圖 1)，這個程式可以隨時上網更新，也可以根

據自己選擇要參與的討論會，幫忙與會人員整理出一個每日行事曆，讓選擇開會變得

非常輕鬆有秩序，不會遺漏了重要的會議時間, 當你點選每一個議程之後，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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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個議程相關的詳盡資訊，例如開會的時間、地點、主持會議和報告的人員、以及

所有的報告題目，例如本人在五月 31 日上午 7:30 於 room 714A/B 參加的 Neuro2 會

議，是由知名的 Thomas L. Chenevert 及 John R. Griffiths 說主持的神經系統相關

主題討論:內容包括 Brain tumors: What the clinician wants、What the 

radiologist provides、What the physicist can add、及 discussion，利用這種從

不同專業人員的角度，提供腦腫瘤影像及治療追蹤的最新進展，會議中提到例如磁振

張量影像和白質路徑影像在 術前及術後評估腦瘤所占的重要角色及對臨床的幫助，與

會人員也非常熱烈的討論相關的最新研究和發展，對於參加這個討論會的所有相關專

業有非常大的助益。 

這次本人主要是以海報的方式來展現我們研究的成果，主要報告的題目是急性中

風之磁敏感加權影像(SWI):定量低血流灌注之研究心得， SWI 的靜脈血的信號強度是

血液氧水平依賴的（BOLD），並且可以反映脫氧血紅蛋白在缺血性中風的患者具有較高

的氧提取分率濃度增加。在受影響的大腦半球增加的 BOLD 信號（IBS）中的稱為血流

灌注缺損區。我們研究的目的是通過使用動脈自旋標記 ASL 和 SWI 技術，分別定量地

評估腦血流灌注和 IBS 治療急性缺血性中風之間的相關性。SWI 採用相移放大缺氧血和

含氧血的敏感性對比周圍組織。IBS 被假設可以反映脫氧血紅蛋白的引流靜脈的濃度，

由於腦血流量差相對高度和由此而來的高氧提取分率。然而，CBF 和 IBS 之間的相關性

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在我們的研究中，IBS 上 SWI 表現出與 CBF 在中風梗死區或半暗

帶都呈正相關關係(如圖 2)，大會安排在 6月 3日下午兩點半開始有一小時的時間和所

有對這個論文海報題目有興趣的與會人員交換意見和討論，我們的成果得到許多參加

此會議的專家學者們的支持與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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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左圖為手機程式的首頁，右圖為本人在五月 31 日上課的行事曆。 

 

 

 

 

 

 

 

 

圖 2: Scatter plots 表示出 the ratios of CBF and IBS in the ROIs of 

perfusion defect 之間的負相關性 (Spearman’s ρ= -0.365; P=0.034; y=1.52-

0.65x).  



 

10 

肆、會議心得 

此次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如此大型的核磁共振研討會，學習到很多最新最熱門的

造影技術，也發現國外不斷致力於改善教育與研究，在加強演講者與聽眾的互動上，

非常用心的採用 ARS 系統，使得參加的聽眾不斷能夠更積極更專心，而且也能了解自

己對於討論議題的了解程度和其他人之間的差別，這對於學習有相當大的幫助，對演

講者而言，要引導一個很好的題目而且能對聽眾的反應有立即的回應，也需要非常充

分的準備，如此良性的循環的結果，正是所謂的教學相長。 

因為本人在醫院主要是負責神經放射影像相關的工作和研究， 所以特別注意會議

中相關的議題，今年特別強調的是超高磁場在臨床的應用，所謂超高場核磁共振是指

7T 以上的磁場強度，目前歐美已經有少數醫學中心順利安裝完成，並用於臨床診斷及

研究，超高場核磁共振的優點是解析度非常高，很多以前影像看不到的結構和異常在

超高場影像上都可以清楚呈現出來。另外一個今年研究的重點是結合核磁共振與正子

造影的好處於同一台機器上，提供更精準的影像對位，提早發現病灶，協助臨床更好

的診斷與治療追蹤工具，並提供研究生理及病理機轉的新平台。 

因應國內醫療的進步，不論在診斷或治療上都日新月異，人類的平均餘命已經接

近 80 歲了，老化人口特有的疾病愈來愈多，例如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就

是其中之一，也是今年的重點題目，目前在診斷上並沒有簡單的檢查可以診斷出阿滋

海默症，確實的診斷只能靠腦組織的切片檢查，但這侵犯性太高，臨床上比較不可

行，所以目前各國的研究方向都致力於發展沒有侵犯性的檢查工具， 利用核磁共振或

分子影像技術早期診斷這類疾病。 

本院目前裝置的 3T 磁振造影儀已經使用多年，所以對於在會議中提到的許多相關

高級磁振造影技術在本院已經是非常熟稔的研究工具，其他較複雜的研究方法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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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我們也都在陸續引進當中，參加此一世界級的核磁共振醫學會後，深感三軍總

醫院在硬體設施方面並不會落後國際目前的水準，只是通常國外有較多的研究資源，

這是大環境的問題，也是我們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目前在本院我們正在積極發展會

議中被熱烈討論的 NODDI 核磁共振成像技術, 這個最新技術相較於傳統 DTI 影像成像

技術，能夠解釋很多大腦內複雜結構的生理及病理變化，我們目前除了和國內陽明大

學的相關研究團隊合作之外，也和這次開會認識的國外相關研究團隊討論這個技術應

用在腦瘤的診斷及治療的前景，希望不久的將來就能有本院相關的成果發表。 

 

 

伍、回單位後報告情形 

已於返國後 6月 8日早上部內晨報會中報告，獲得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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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希望醫院在教育與訓練方面，能夠引入加強演講者與聽眾互動的輔助工具，應加

強學員的學習成效。醫學的進步日新月異，就如同這次開會的經驗，很多都是書本上

沒有的知識和技術，音樂應該儘量鼓勵醫護人員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形成風氣，如此

對於病患的照護品質必定有所提升，而且能與世界最先進的研究成果接軌，另外核磁

共振影像的最新研究及分析方法都需要非常強大的分析軟體和硬體支援，例如 DSI 

Studio 軟體等可以分析大腦水分子擴散影像，之後除了建製這套系統之外，也希望放

射診斷部能培養相關有興趣學習的技術師或物理師，投入這個領域，參與尖端影像研

究的各項工作。 

 

 

 

柒、參加此會議對單位之貢獻 

此次出國除了展示本單位研究的成果之外，同時學習到了其他世界級醫學中心新

的研究發展趨勢，以此經驗回國檢討後應再加強整合與臨床的研究，期望未來夠將新

的成果再展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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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資料 

一、出國參加會議日程表及議程表 

國軍軍醫人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每日行程表 

出國人員 
單    位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
院 

放射診斷部 級職 少校 姓名 高鴻文 

會議名稱 
第 23 屆 

國際醫學核磁共振造影學
會年會 

會議地

點 
加拿大多倫多 

個人聯繫資料 
手機：0939-233-680 
電子郵件信箱：cohimeow@gmail.com

日

數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詳述航空公司班次時間、會議行程、論文展示

等） 
備     考 

1 
104.05.2

8 

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搭長榮航空 BR 36

（5/28 18:40）於 

於 20:50 抵達加拿大多倫多皮爾森國際機場

並住宿當地旅館。 

詳如

旅行

社班

機時

刻表 

2 
104.05.2

9 

於多倫多會議中心辦理報到(5/29 會議議程表) 詳如議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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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4.05.3

0 

參加臨床前影像、癌症影像、神經影像、進階

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等教育課程研討會(5/30

會議議程表) 

詳如議程
表 

4 
104.05.3

1 

參加分子影像、神經影像、臨床分析及進階核

造影等教育課程研討會(5/31 會議議程表) 
詳如議程

表 

5 
104.06.0

1 

參加神經系統微結構、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

水分子擴散影像、神經血管及中風等研究研討

會、16:30-18:30 壁報展示論文(6/1 會議議程

表) 

詳如議程
表 

6 
104.06.0

2 

參加量化磁敏感性影像、神經血管及中風、急

診核磁共振造影等研究研討會(6/2 會議議程

表) 

詳如議程
表 

7 
104.06.0

3 

參加臨床前癌症、動脈自旋標記、血管壁影

像、腦老化、腦部水分子擴散核磁共振造影等

研究研討會(6/3 會議議程表) 

詳如議程
表 

8 
104.06.0

4 

參加質子化學交換飽和轉移磁振影像、多發性

研化症、腦部氧化、灌流、及代謝等研究研討

會(6/4 會議議程表) 

詳如議程
表 

9 

104.06.0

5 

至 

103.06.0

6 

從加拿大多倫多皮爾森國際機搭長榮航空 BR 

35（6/5 01:45）於 

於 6/6 04:45 返抵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詳如

旅行

社班

機時

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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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參加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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