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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含關鍵字） 
 

關鍵字：美國麻醉學年會 
今年很榮幸得以參加一年一度的美國麻醉年會並且發表海報論文。在

為期四天半的議程當中，接觸到關於麻醉學各領域最即時的資訊，以及應

用在醫療器材的最新發展。 

會議討論的內容涵蓋了各個麻醉次專科、術圍期照顧、疼痛控制、以

及提升麻醉照護品質等不同議題。即使未能全部參與，上完課之後還是有

耳目一新的感覺。強烈建議在住院醫師階段就要至少參加一次類似的國際

會議。 

除了單純的學術活動之外，大會會場的規劃，對流程及動線的掌控也

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尤其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稍有失誤可能就會造成

極大的混亂。另外，在參展廠商的攤位也能觀察到目前麻醉醫材研發的趨

勢，希望有機會也能在國內使用。 

 

內文 

 
一、 目的： 

參加 2018年美國麻醉醫學年會並發表海報論文 

每年十月都會有來自世界八十幾個國家，一萬四千位以上的麻醉界同

道聚集在美國參加這一年一度，麻醉醫學界的盛會。今年很榮幸獲選在大

會發表海報論文並進行簡短的口頭報告。對麻醉科醫師來說，這是無上的

殊榮。 

 

二、 過程： 

首先要感謝麻醉科沈靜慧主任和腸胃科廖思嘉醫師的鼓勵及敦促，讓

我將去年在某次月會上發表的資料重新整理並投稿，才有這次的美國之行。

人還是要給自已一點壓力才能夠一點一滴不斷進步。 

今年在大會發表的海報論文主題是「產婦合併肺動脈高壓的麻醉照護」。

不論發生的原因為何，嚴重的肺動脈高壓患者最終往往死於右心衰竭。而

產婦一旦罹患肺動脈高壓，甚至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死亡率；如果她們

需要進行剖腹生產，術中的照護對麻醉科醫師而言也是極大的挑戰。我們

這次整理了最近十年來，這類產婦的生產過程紀錄，包括造成肺高壓的原

因、麻醉方式、術前及術中血流動力學變化、以及術後的照護過程並且在

大會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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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場發表的海報論文主要分為病例報告及臨床研究兩大區塊，再按

照基礎研究、心胸外麻醉、小兒或產科麻醉、資料探勘…等不同的主題集

中在不同時段發表。這次被安排在大會第二天上午七點半，利用三十分鐘

的時間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辦單位在每個時段都安排了兩位主持人介

紹每位時段內的海報論文作者上臺，用五到七分鐘的時間簡短介紹自己的

研究內容。在這三十分鐘內，不論是在場的麻醉同道，或是主持人都可以

針對作者發表的內容自由提問或是做出評論。雖然時間不長，但對不是以

英語為母語的人而言，壓力還是不小。 

大會針對心臟、小兒、產科、高齡、門診手術麻醉、術圍期照護、疼

痛控制等不同議題，找了麻醉各領域專家進行廣泛且深入的討論。再加上

refresh course，一個時段可能有十幾個議程同時在進行，所以無法將所

有議程一網打盡；另外因為語言的隔閡，這次沒有報名大會安排的實作課

程，是此行最大的遺憾。不過經過這五天，每天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的洗

禮，還是覺得收穫滿滿。 

 

三、 心得 
這次年會在舊金山的 Moscon Center舉行。也許因為剛好有三棟主體建

築的緣故，海報論文發表、年會課程、跟廠商展示區分別集中在不同的建

物內。所以即便與會者眾多，也不會有擁擠的感覺。 

跟之前參加國內舉辦的大型學術會議相比較，個人覺得最大的差異在

於： 

(一)因為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光是如何消化報到時的大量人潮就是個

大問題。所以主辦單位事先安排了線上報到程序。只要在網路上完

成報到手續就會得到一組條碼，到了會場之後，再利用條碼印出自

己的名牌和領取大會手冊，完全不會在報到櫃台浪費時間等待。 

(二)主辦單位對演講時間的掌控有相當程度的要求。每個 session 都必

須控制在五十分鐘以內結束，而且每位講者的投影片在大會開幕之

前就必須上傳給主辦單位，所以不會有臨時無法撥放投影片或超時

太久的情形。 

(三)國外醫師也必須取得繼續教育學分。在國內的經驗是會場內會有一

群人擠在狹窄的空間填表格。而在這次大會，要得到繼續教育積分

是必須完成相關議題的線上測驗，所以即便不是在大會會場，只要

在規定的期限內通過線上測驗，就可以得到繼續教育積分。這種方

式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在國內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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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畢竟是來自非英語系的國家，所以不論是口頭報告，或

是聆聽上課內容都會感到吃力。所幸每位講者都相當有耐心，對於

發問的內容都會仔細回答或是給予正向的建議。不過，平常還是要

多多練習第二外語。 

 

四、 建議事項（包括改進作法） 

因為臨床工作相當繁忙，所以往往沒有多餘的精力或動機作更深

入的學習。不過像參加國外研討會之類的五到七天的短期課程，反而

可以幫助自己認識目前自身領域熱門的研究課題、有哪些新的觀念或

是設備可以提升臨床照護的品質、或是尋找交流合作的機會。幾點建

議如下： 

(一) 與國際接軌：平時光是文獻閱讀或是參與臨床工作，也許有機會涉

獵目前領域內最熱門的議題，但是多少有見樹不見林，甚至是閉門

造車的感覺。參加國外大型的學術會議，除了可以在短時間內吸收

到最即時的資訊之外，也有機會向相關領域的大師請益或切磋。個

人甚至覺得應該多多鼓勵後進在住院醫師階段就要參加這種國外的

大型學術會議。另外，歐美國家因為物價偏高，即便是部份的食宿

補助也是有相當大的幫忙。 

(二) 流程及動線優化：以往參加國內年會的經驗，往往是一堆人擠在報

到櫃台辦理報到手續，另外一群人排隊等著登錄繼續教育學分；廠

商展示區跟上課區域的動線也常常過度重疊。如上一段所述，繁瑣

的報到手續其實可以在參加會議前在線上完成，之後到了會場只要

提示報到完成的條碼領取必要的文件就好；而繼續教育學分也可以

在會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用線上測驗或是登錄的方式取得。日

後如果有機會參與類似會議的舉行，這次的經驗可以當作參考。 

(三) 大數據與個人化醫療：手術麻醉照顧的主要目標，已經從傳統的維

持生命徵象（如心律、血壓、血氧）穩定，進展到增加許多細微的

調控，如：合理且穩定的麻醉深度、血管內容積的維持、內臟器官

功能變化的監控、手術中血糖的控制、快速回復術前的生理狀況…

等等。這些都需要各種不同功能的生理監視器協同作用，而且單一

作法沒辦法適用於各個手術病患。另外，麻醉過程當中所蒐集到的

各種數位化資料，可以用來作為即時的回饋、事後的分析、或是資

料量夠龐大時，作為機器學習的參考。多面向的生理功能監測，以

及將監測結果全面數據化，是這次大會內容及廠商研發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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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代表未來除了傳統的生命徵象之外，術中使用更多的生理監測器、

像是腦波、腦血流、心輸出量、體液容積，以及電子醫療紀錄是大

勢所趨。 

(四) 醫療儀器採購彈性化：商業活動也是這類研討會相當重要的環節。

不論是醫院、臨床醫師、或是醫療器材廠商都會在這裡尋找將來合

作的機會。醫療器材的研發已經往降低醫療失誤、增加診斷正確率、

以及提升臨床照護品質的方向前進，而且往往每兩，三年就是一個

世代的差異。希望將來在醫療儀器的採購上可以多一點彈性，不至

於用今年編列的預算，買到的儀器卻是一到兩年後才能夠交機使用，

跟其他先進國家產生落差。 

 

最後，感謝院方跟同事們的幫忙，讓我有機會出國去見見世面。衷心

期待以後還有類似的機會。 

 

 

 
附錄 

 

一、 這次發表的海報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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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會會場：舊金山 Moscon Center 

 

 

 
三、 第一天的報到處，遠處是等待完成報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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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場中庭，下樓右手邊是廠商展示區，左手邊是海報論文展示區 

 

 

五、 海報論文展示區（的其中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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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會開幕演講 

 

 

 

 

 

 

 

 
七、 會議課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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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程會場內部 

 

 

 

 

 
九、 投稿者介紹自己的發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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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巧遇國內新創醫材公司參展 

 

 

 
十一、年會主要贊助廠商、相關產品也有部分引進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