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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院願景為建構「老年醫學暨長期照護整合型中心」，於 2016 年 5 月 29 日

至 6 月 2 日派醫療部韓德生主任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 2016 年世界復健醫學

會年會發表研究成果—低能量雷射於慢性肌肉疼痛之機轉研究。透過本次國際會

議場合，發表最新研究成果、與世界各國與會成員交流、並瞭解世界復健醫學發

展脈動，對規劃未來北護分院之臨床服務及發展方向有莫大助益。 

 

關鍵字：世界復健醫學會、馬來西亞、低能量雷射治療、慢性肌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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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院願景為建構「老年醫學暨長期照護整合型中心」，其中一項重要課題為老

人疼痛控制。復健治療為老人疼痛控制的重點之一，其中特別以低能量雷射疼痛

治療具有非侵入性、效果佳、價格便宜之優點。有鑑於此，本院派醫療部韓德生

主任於 2016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 2016 年世界復健醫

學會年會發表研究成果—低能量雷射於慢性肌肉疼痛之機轉研究。以期透過本次

國際會議場合，發表最新研究成果、與世界各國與會成員交流、並瞭解世界復健

醫學發展脈動，對規劃未來北護分院之臨床服務及發展方向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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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紀實 

   第十屆世界復健醫學會(ISPRM,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於 2016/5/29 至 2016/6/2 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共有來自世界各國近 2000

位復健醫學界代表與會。在諸位前輩的引導及奉獻下，台灣復健醫學對臨床、教學、及

研究投入甚早甚深，發展相對完整。除了地主國外，台灣與會人數約 70 位，僅次於日

本及印尼，實力堅強。 

大會會場位於先進新穎的吉隆坡會議中心(KLCC,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er)，鄰近雙子星大樓，交通便利。五天的議程共有 646 場演講，包括工作坊

(workshop)、大會演講(plenary session)、專題演講(invited topic)、及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 

5/29 為會前工作坊及各委員會之工作會議。其中上肢超音波工作坊由鄧復旦前理

事長主持，台大王亭貴理事長、長庚陳柏旭主任共同授課。下肢超音波工作坊則由長庚

陳柏旭、許智欽主任授課，獲得一致好評。本人則擔任教育委員會(educational committee)

委員，負責線上影片學習系統之建立。教育委員會主委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復健學系呂綸

教授。筆者於 5/29 當日下午一下飛機便直奔會議中心參加教育委員會會議，對與會之

教育委員播放本人製作之「肌少症」線上學習影帶，獲得一致好評；並以此影帶做為示

範供未來其他主題參考，有效增加台灣於世界復健醫學會之能見度。 

5/29 晚上參加肌肉張力(spasticity)研討會，共同研討肉毒桿菌素對肌肉張力之控

制。主題包括台灣蕭名彥醫師分享 botox 對中樞神經系統的重組、香港譚醫師分享下肢

張力控制之案例、物理治療師分享張力處置之原則，收穫頗豐。 

5/30 參加大會開幕式，會場座無虛席，除傳統民俗儀式、吟唱國歌外，馬來西亞

霹靂州(Perak)蘇丹亦親臨會場致詞，強調復健醫學因為科技發展、人口老化成為不可規

避之重要課題。期許藉由此次醫學會能得出更多有益於人民福祉的結論。 

5/30 上午參加復健教育與訓練專題討論，現任理事長中國勵建安教授及美國呂綸

教授擔任座長。此主題設計用心，涵蓋了醫學生復健醫學課程(美國 Dy 醫師)、住院醫

師物理及復健醫學訓練(美國呂綸醫師)、復健專科醫師線上教育平台(美國 Oh-Park 醫

師)、馬來西亞復健醫學訓練(馬來西亞 Latif 醫師)、以及復健科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之

督導與指引(美國 DeLisa 教授)等次主題。強調復健醫學與其他專科的不同、如何凸顯專

科教育的特色。 



 

3 

 

5/30 下午參加大會演講由德國與菲律賓分享社區復健(CBR, community based 

rehabilitation)。復健醫學屬於預防、治療之後的第三段醫學，人力在各個國家均為不足，

偏偏社區復健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加上誘因不足的困難，此領域的投入更顯困難。某國

代表表示在他所在省份，8 位復健科醫師要服務 800 萬居民！連醫院服務都顯捉襟見

肘，更何況社區復健。相較之下，臺灣的復健人力屬於較為充足之國家，應有更多發揮

的空間。加拿大代表分享: 由於幅員遼闊，該國使用 iPAD 作為輔助，治療師可指導並

評估病患在家中進行運動訓練的成效。不失為一利用現代科技改善偏鄉地區服務的替代

好方法。 

5/31 上午美國的 Cifu 教授和呂倫教授講述復健醫學研究。Cifu 教授掌控美國退輔

會上億的研究經費，專長在於腦傷病患醫療。他分享研究要能為臨床所用的觀點，要如

何找到值得研究的臨床議題、要決定研究成果是否能應用於臨床工作、要如何進一步將

研究成果應用於臨床工作。呂倫教授則為資深醫學雜誌主編，他以實際經驗與會眾分享

研究發表上應特別避免的三項錯誤：剽竊(plagiarism)、作者列名(authorship)、資料誠實

性(data integrity)。並以類似工作坊的進行模式讓聽眾參與修改文章、表達想法。讓聽眾

獲益良多。 

6/1 下午臺大醫院藍青醫師受 ISPRM 邀請演講 physical activit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從希臘時代醫學談到近代運動醫學演進，充滿人文胸懷，令人細細回味。 

6/2 上午 Vanderbilt 大學復健科 Frontera 教授(也是 Essential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一書的主編)講述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when selecting rehabilitation outcome 

measures. 提出選擇評估工具的科學觀點，對於臨床或研究皆有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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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建議 

疼痛控制方式多樣，在此次會議中從保守性治療到侵入性治療均有報告。然針對

老人仍以保守性治療優先考量。未來相關研究值得投入更多資源以應付逐漸高齡化之社

會。 

整體而言，世界復健醫學會不愧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復健專業分享年會，來自世

界各國的臨床工作者在此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當具學習與交流的效益。台灣復健醫

學具國際領先地位，應該繼續努力增加可見度。筆者於此次年會發表壁報，分享研究成

果，希望未來仍有機會與國際持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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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照片集 

 

 
圖一：TICC 會場外觀 

 
圖二：部分台灣與會代表合影 

 

  
圖二：蘇丹親臨開幕式演講 圖三： 與菲律賓理事長、泰國理事長、教

育委員會主委、長庚陳柏旭教授早餐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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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世界復健醫學會教育委員會成員合

影 

圖五：筆者試用機器手臂，與儀器開發商討

論設計細節 

 



 

7 

 

附錄二：研究發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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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大會議程 

1. 委員會會議 

 

2. 工作坊 

 

3.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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