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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醫學研究也正在因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發生革命性的改變，個人對於數據

科學概念尚在萌芽階段，去年有幸到美國田納西州納許維爾范德堡大學醫學中

心石瑜教授的生物統計研究所進修一年。這一年中，參與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

醫療大數據資料庫 BioVU 的使用說明課程、資料隱私課程、臨床試驗與生物統

計等課程，並在石教授的指導下，進行心血管預後研究、人工智慧的文獻回顧

以及免疫治療方式的肺癌病患預後，希望將這一次的學習經驗，帶入我們醫院

資訊化的腳步當中，造福下一輩的年輕醫師，並對醫院的醫療品質與臨床研究

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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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二十一世紀是醫學資訊爆炸的時代，醫學研究也正在因為大數據（big 

data）時代的到來發生革命性的改變。對大數據進行有效的收集、進而探

索資料、發現新模型、找出資料的關聯性將成為決定醫療品質管理、治療

成果、醫學研究和乃至於藥物開發的關鍵性因素，亦可即時支援業務單位

進行決策調整、案例預測分析。 

    目前本院病歷已全面電子化，內外科加護病房有完整獨立資訊系統建

置，該系統自94年設置至今已累積大量病歷資料，且系統後端亦設有研究

資料庫供加護病房醫護同仁進行研究計劃前測分析，然而該系統與目前醫

院端資訊系統連結溝通僅單方向連結，從醫院端資訊系統獲取加護病房資

訊系統內部資料仍有困難，如何在兩個資訊島中間產生有效雙向連結，達

到數據活化，促進醫療品質與重症醫學相關研究，甚至未來留存病患檢

體，使其成為完整生物資料庫，在促使成功大學醫學院與醫院於生物醫學

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過程中發揮極大作用。 

    過去個人雖然曾經利用健保資料庫從事過研究，然對於數據科學概念

尚在萌芽階段，這一趟旅程的主要目的是到美國田納西州納許維爾范德堡

大學醫學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石瑜教授的生物統計研

究所進修，運用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醫療大數據資料庫BioVU從事研究，

拓展對於數據科學的經驗，並進一步將它運用在臨床品質與研究。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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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雖然覺得只是跟個人的視野拓展有關，但如果能將個人所學配合成

大醫院資訊化的腳步，此次出訪將對於下一世代的醫師行醫與從事臨床研

究產生重大影響。 

 

二、 過程 

    這一趟旅程，回想起來真是一個快樂的經驗，全家人快樂地在國外生

活一年，也許這一輩子很難得有機會再複製一次，對一個臨床醫師來說也

很難得，可以離開臨床工作輕鬆一年。對一個從小到大生活在臺南的在地

小孩，一整年都不回家，也是一個新奇的經驗。 

    一開始本來計畫透過表哥到哈佛大學的附設醫院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

療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參訪，人生總不是直線的，

在跟哈佛聯絡時，突然認識石瑜教授，石教授每年到成大醫院上課、指導

與演講，他的演講非常生動、幽默，非常吸引人且獲益良多。出發前約半

年的時間，透過沈孟儒副院長的介紹，我得以認識石教授，得到他的邀

請，然後才有這一次出國進修的機會。由於我平常的行政工作臨床工作非

常繁重，所以交班也花了很多時間。在得到這一次機會之後，我經歷了一

次身份轉換。出國之前的申請手續，包括校部的三級三審，著實費了一番

功夫，太太黃雅雲醫師在私人診所得任職也獲得了雇主的回任保證，於是

開始這趟研究學習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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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研究學習首重安頓，由於小孩的學期銜接不上，所以我就先隻身

前往美國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所在地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其他家人一個月

之後才過去，剛到達的時候，石瑜教授已經交代他的年輕同事，也是成大

校友的譚禧年、黃莉晴夫婦代為迎接。 

▲106/12/18 早上六點自臺南高鐵站出發。時差的關係 106/12/18 下午六點

到達納許維爾。其實已經經歷一天，離家 12000 公里。 

 

    這是我第五次入境美國，跟之前四次踏上美國本土不一樣，這次是要

待一整年的，因此接近二十小時的飛機與轉機行程後，一下飛機的生活，

等於是一次小移民，非常忙碌，看公寓、到當地銀行開戶轉帳、床墊、到

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報到、安裝第四台與 WIFI、辦理醫療保險、買車、車

險、買電視與家具（為了省錢自己組裝）、辦理社會安全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施打疫苗、接家人機、辦理小孩入學，最後是辦好駕駛



4 

 

執照，雖然中間已經有些研究工作慢慢上線，但是把所有手續辦好差不多

歷經了兩個月。由這個角度看，那些出國留學或者是移民的人，在其他國

家深根發芽，毅力實在十分驚人。 

    剛到的時候實在不太適應天氣，話說回來，田納西州的縮寫雖然也是

TN，但是要比另外一個 TN，也就是我們的故鄉臺南，實在是冷多了。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同事說一次出國進修最好就至少一年比較值得是真

的，至少不要把力氣都花在辦理這些事務的時間上，這樣看起來會划算得

多。 

    此外，我的兩個小孩分別是小學三年級跟一年級，小孩英文能力平常

我們夫婦就很注意，幾年前同事曾經跟我說，小孩在這個年紀出去對他們

的英文能力進步相當有幫助，太太也可以休息一段時間，所以我認為這一

次出國全家都受益，回國的時候我甚至覺得他們三個人英文進步的程度都

比我來的多，這是一件相當值得的事。 

    第二部分要談到我在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參與的學習。一整年石瑜教

授給我安排許多課程，分述如下。 

    第一個課程是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醫療大數據資料庫 BioVU 的使用說

明課程。這堂課每週上三次，包括兩小時的講堂課以及一小時的實作演

練，BioVU 這個資料庫裡面有所有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病患的電子病歷

Synthetic Derivatives 去連結資料，所以不會侵犯病人隱私，大約有接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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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筆，其中約有三十萬的病人在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儲存有血液樣本，

這些血液樣本並不是特別從病人身上抽出來的，而是利用他們作檢驗時所

剩下來的血，根據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內部人體試驗委員會規範，病患可

以隨時取消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留存血液的權利。說起來這個資料庫對於

基因研究者是非常寶貴的礦藏，因為有了這個資料庫，可以非常容易探討

基因疾病表型（phenotype）與基因型（genotype）的關係，也難怪范德堡

大學醫學中心在這個領域常常有非常好的研究產出。我也參訪了范德堡大

學醫學中心生物資料庫 VANTAGE。這個基因儲存庫與電子病歷 Synthetic 

Derivatives 去連結資料合起來，就形成醫療大數據資料庫 BioVU，這個部

分的生物檢體（主要是血液）數量還在擴張，國內機構如：中央科學研究

院與台灣大學，也紛紛到訪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尋求合作。 

 

▲生物資料庫 VANTAGE 工作人員處理血液樣本。 

 

    第二個課程是資料隱私。這堂課算是相當紮實，因為授課老師都會先

發給我們上課內容的資料，而這些資料看起來是相當的可怕，因為份量大

概接近於 5 到 10 篇醫學期刊文章，由於開課時間是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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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開始要跟上課程非常吃力，要拿學分的學生還必須要參與報告，我從

旁邊看他們也是準備得七葷八素的，但是這樣也可以看得出來美國高等教

育的紮實度，絕對不是來混文憑的。一般我們都認為歐美人士比我們注重

隱私，然而到了美國之後，才發現其實他們的網路上提供相當多的資源去

獲取私人隱密的資料，這些網站的功能有時候看起來是相當的驚人，連父

母夫妻兄弟姐妹是誰都查得出來。 

    病患的隱私在醫療行業不用說，職業道德規範裡面就強調病患的隱

私，一般醫療大數據資料庫社會安全碼或是病歷號使用一般化

（generalization）與壓制（suppression）兩種手法達到去連結，但是如果遇

到有心人士，這樣的操作如果稍有不慎不見得可以讓病人的資料完全受到

保護，課程裡面還有幾堂是在強調倫理方面的議題，簡單來說資料隱私這

堂課就是在講如何解碼與如何保護解碼這一類的議題，尤其是電腦科學技

術層面上的。這課程有些聽起來跟數據科學並不是很直接，然而細細體會

起來卻是數據科學的基石，因為使用病歷從事研究不能不尊重病人隱私。

本來的上課對象是電腦科學家，而我卻是用臨床醫師的身份去旁聽，別有

一番味道。 

    第三個課程是臨床試驗。這堂課是以石教授為講課主體，石教授為國

際知名教授，一年到頭十分忙碌，一整個學期沒有在國外開會實在是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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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此，這個課程的安排非常有趣，集中在三個禮拜以內，在這三個

禮拜之中密集地將臨床試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 

    臨床試驗的精髓在於隨機（randomization），隨機的主要執行方式皆

有統計學家來掌握，石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有非常多的實際操作經驗。

除了新的知識以外，我覺得他的教授方式也是讓我學習很多的地方，比如

說：怎麼樣串場、怎麼樣讓學生不會在接受複雜的知識當中打瞌睡、這些

東西都讓我覺得非常的受用，我們有時候會感嘆於有些教學能力很好的老

師，可以把複雜的知識講的很簡單，所謂深入淺出，讓學生可以有機會且

有興趣繼續深入，而非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打住。他的具體方式有幾個重

點，對已經身為老師的我也是相當有體會，第一在簡報的安排上他總是傾

向簡單，三言兩語就知道他要強調的重點，第二他總是安排有趣而特殊的

故事在主題與主題之間當做暖身，由於他的研究經驗非常豐富所以講起來

總是讓學生覺得津津有味，這也是由於他的學問底蘊深的關係，第三他不

斷地更新新的知識進來，一整年下來我聽他的演講與課程大約二十幾堂，

他的簡報猶如滾動式民調一般，總會更新新的內容，所以即便是一年上了

兩次臨床試驗課程，那些應該記起來的知識被強調了，而卻不會覺得有任

何無聊。 

    第四個課程是生物統計。這堂課是以石教授仍為講課主體，這部分內

容我平常就比較熟悉，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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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石教授要傳遞的知識又令人感到興趣，上課的手法也相當

高竿，兩個面向都有可觀之處，難怪得到校內學生與校外專業人士相當高

的評價與尊崇。 

 

▲資料隱私與臨床試驗的課程大綱。 

 

    第三部分要談到我在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所做的或所參與的研究。 

    除了我在臺灣有一些還沒有完成的基礎文章，剛好就利用這一年在美

國的時候把它完成。在當地的研究分列如下，內容因為還未出版，以下簡

要說明。 

    第一篇是延續在臺灣用健保資料庫所進行的心血管預後研究。石教授

介紹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的一位美籍華裔泌尿科醫師 Dr. Ryan S. Hsi 給

我。研究背景是由於某些泌尿科疾病病患常常有代謝性疾病的問題，容易

造成心血管疾病，因此我們推估這些病患進行心導管治療時他們的預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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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比一般沒有這些泌尿科疾病的病患來的差。我們利用臺灣健保資料庫

來對照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醫療大數據資料庫，在黃莉晴博士幫忙分析之

下，這部份的資料還在最後計算當中。 

    第二篇是人工智慧的文獻回顧，這是石教授交代給另一位訪問學者來

自對岸的女醫師記者王邁博士跟我的，我們回顧了最近相關的文獻與美國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核准的人工智慧醫療

的案子，提出我們的建議，這部分石教授在做最後的修改。 

    第三篇是跟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的胸腔科醫師 Dr. Leora Horn 一起研

究最新的免疫治療方式的肺癌病患預後，我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做完文獻回

顧，雖然不是胸腔科醫師但是對這個疾病的了解也在這一次的文獻回顧當

中大幅增長，由於這個案子是在快要回國的時候才開始，所以這個計畫還

在與陳曉倩博士進行當中，這個研究讓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有些主題

的價值很高，如果沒有很好的證據支持，就有突破點可以進行研究。 

 

▲與石教授在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辦公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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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待了一年我們當然也出去旅行了幾次，這對我們全家都是非常

難得的經驗，因為在臺灣工作的時候除了出外演講我鮮少休假。我們分別

在曼菲斯跟印地安那波里斯兩個城市看了兩場美國職籃，與亞特蘭大看了

一場大聯盟棒球賽。帶小孩到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奈樂園不在話下，他們簡

直玩瘋了，儘管佛羅里達州好熱。田納西州在美國南方，於是我們在小孩

子暑假的時候，往北方進發，經過兩個國家公園以及中間美國人最愛的高

山道路藍嶺山脈公路（Blue ridge parkway）與天線道路（skyline drive），

一路聽著約翰丹佛（John Denver）的「鄉間小路帶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體會美國風生活，然後進入美國的心臟地帶華盛

頓、費城、紐約、波士頓，這些小時候就已經知道的美國大城市都在旅途

當中全部到訪過一遍，兒子女兒也見識資本主義的厲害，大城市白天的繁

華以及晚上的滿街乞丐。此行也拜訪了我的高中同學在 Google 任職的李政

鴻博士，在美國做麻醉科以及整形外科的大舅與表哥，以及在耶魯大學任

教的大學同學與學妹莊毓民、何雅琦醫師，最遠到達尼加拉瓜大瀑布與多

倫多，旅程上五千公里滿滿的感動！ 

 

▲北方之旅與李政鴻博士合影，背景為紐約曼哈頓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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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之旅與莊毓民、何雅琦醫師於耶魯大學合影。 

 

三、 心得 

    第一部分是對於美國生活的體會。美國是世界強國，出發之前我就常

常跟兒子女兒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提到過的「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

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其實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我跟太

太，在此行當中都看到了非常多的新事物，對我們的人生是一種新的洗滌

與經驗。 

    我們一到美國就買了一台新車，原因是因為我想要體驗一下美國人的

生活，國土遼闊，美國人常常利用發達的公路系統來進行遠足，一天開個

五百、一千公里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這對身處島國的我們相當新奇。值

得注意的事情是，一開始讓我相當不習慣美國的高速公路交流道可以在左

邊或右邊，和我們縱貫的高速公路交流道一律在右邊不一樣，高速公路雖

然有限速，但是警察對此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知道開車的人

路程一般都很長，所以容許些許的超速，只要不是危險駕駛通常也不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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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攔下來，跟國內高速公路上面充滿了監視器的情況大不相同。對於個人

比較值得一提的開車紀錄，就是曾經一天之內開了近八百公里，從佛羅里

達開到了亞特蘭大。相當美國！ 

 

▲回國前賣車。 

 

    再來就是美國人十分重人權，他們的基礎建設雖然一般都不錯，但是

在行政效率方面卻十分的緩慢，電影中動物方程式（Zootopia）的樹懶，

辦公效率非常的糟糕，在他們的行政機構裡這樣遲緩的人，比比皆是。我

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跟太太去申辦駕駛執照，就足足跑了三趟整整花了三

天的時間，有趣的是我們幾乎是最早到的，但整個時間卻花的非常的久，

中午的時候櫃檯服務人員直接跑去吃飯並沒有人坐在櫃檯前，排隊的人紛

紛抱怨但也無計可施，可以見得他們是一個注重個人權益到了極點的國

家。然而，回過頭來想就是因為這麼尊重人的價值，大幅減少被剝削的機

會，我們常常說國內許多專業不被重視，包括醫療在內，甚至被踐踏，是

不是服務過了頭，反而對人的價值與企業內部過份輕視，兩者應該思考適

度向對方做調整與靠攏，避免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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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教授的生物統計研究所聚集了相當多的華人，不管來自於對岸或者

是臺灣，由於川普總統的限制，對岸的人可能只會慢慢減少，臺灣人卻有

可能增加，而我認為這正是臺灣人才外流的縮影，這些專業的統計人才在

國內都拿到了博士學位，然而在臺灣卻沒有發揮的地方只好遠走他鄉，楚

材晉用，此消彼長，這樣的危機值得相關單位重視啊！ 

    這些同胞的生活在那邊並不是十分的充裕，但是至少可以謀生，發揮

他們的所長，對我們的國力不能說不是一種損失。美國立國兩百多年，能

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其中必有可觀之處，文明與科學的制度與章法非

常清楚。在他們申請計畫與補助的時候，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明定必須要有統計人才背書，短期看來國家必須多花

一些錢養人才，然而這半世紀之前所訂下來的規矩，造成了今天美國臨床

試驗與醫學研究的興盛，其他國家遠遠比不上。 

 

▲與石教授生物統計研究所內諸位臺灣同事合影。 

 

    田納西州是合法擁有槍枝的地方，每當有槍擊事件發生的時候，手機

裡面都會傳來警報，在臺灣槍枝獲取不易，初來乍到的時候我們常常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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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連公寓都租在最高的樓層，不過久了也習慣了，事實上美國人的立

國精神，就是墾荒與開拓，在沒有法律的地方槍枝就是法律，有著美國憲

法第二修正案的保護，這樣的基因與血液留存在美國人的身體內，非常合

理。 

    在美國待了一年，會覺得還是家最好。價值觀的不同，有些人會認為

美國強大，但我仔細看在這個以資本主義為主的國家，財富過於集中顯然

是個問題，前面百分之二十的人支配者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這樣的情況相

當明顯，不管是在權利上還是財富上，因此如果是頂尖人才的確是有在美

國深耕甚至發掘機會的可能，美國人決定事情當然也有立場與意識形態的

影響，但相對尊重專業，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學習的。 

 

四、 建議事項 

    個人認為在醫學中心行醫，能出國進修是一種福利。一般出國進修會

選擇臨床單位的機會比較大，而我這一次選擇的是研究單位，然而不管是

臨床單位或是研究單位，目前看起來這樣的動力在我們醫院似乎不夠充

足。 

    此外，有些人出了國，專注於學習之上，有些人則在空暇時間，帶著

家人四處遊玩，行百里路勝讀萬卷書，這一年的經驗，不管是在美國的生

活，或是穿插其間的短程旅程，對我的家人跟我，都是難得的經驗。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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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在美國本土旅行，國外線都變成了國內線，經濟上增加了出遊的動機。 

    我對於石教授的為人是相當推崇的，學術地位崇高的他四處演講，一

年要飛行五十萬英里，這一年下來他大概跟我私下聊了不下二十次，對我

來說十分照顧，回國之後我們仍然持續聯絡，他是亦師亦友，也是益師益

友，完全沒有架子。我還記得有一次傳簡訊給他，他人在到中國武漢市開

會，但是馬上用越洋電話打過來，給我指導。個人覺得是十分幸運的，石

教授是在美國學界相當著名的教授，可能是因為同胞的關係，比起其他同

事去找到白人老闆，我認為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甚至連石教授的太太石

師母也常常找我太太出遊，她們的互動非常的好。離開前的十天，石教授

夫婦為我們家餞行，他用手上的蘋果手機，幫我們全家在納許維爾的街道

上，留下了許多珍貴照片。 

    以石教授的古道熱腸，若在有研究的基礎之上到彼方進修，開拓視野

不說，更可以增加自己的學術能見度，對年輕乃至於中生代的醫師，是一

個價值連城的機會，接下來我會鼓勵院內年輕主治醫師盡量可以考慮這樣

的進修模式。 

    大數據缺少跨部門協作難以啟動，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院方由上到

下，從籌措資金到最後付諸實行，均著力甚深。在我自己的領域當中，在

加護病房病人的急重症初期照護是由多專科會診，大多數病人有一個以上

的疾病診斷，如此複雜的資料彙集更需跨科部的臨床醫師集思廣益，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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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訂立轉入後照護指標：如術後照顧與品管指標亦或是建立再回轉預測模

型，在初期會由內外科重症醫師協同討論後由專科護理師配合加護病房委

員會秘書實際操作，評估加護病房獨立資訊系統目前已收集的資料是否足

夠臨床端運用，達到術後照顧與品管指標等監控的目的，必要時增設收集

變數，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甚至可以達成臨床試驗的成果。希望未來有

機會將這一次的學習經驗，帶入我們醫院資訊化的腳步當中，造福下一輩

的年輕醫師，並對醫院的醫療品質與臨床研究有所增益。 

    最後，我從小住在台南市東區，從勝利國小、後甲國中、台南一中唸

到成功大學醫學系，最後在成功大學拿到博士學位，這一次出國儘管不是

正式的學歷，但終於有一筆跟學歷相關的記錄不在台南市東區，范德堡大

學醫學中心英文字母開頭是 V，從勝利唸到勝利，對個人來說也是一個相

當有趣的經驗。總而言之，衷心感謝教育部以及成大醫院的贊助，非常希

望這次的進修經驗能充分運用在醫院的醫療品質與臨床研究的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