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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美國范德堡大學醫學院暨醫學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過敏、胸腔暨重症醫

學部(Division of Allergy、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進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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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主治醫師 余文光  

派赴國家：美國/田納西州 

出國期間：106 年 4 月 01 日至 108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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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含關鍵字） 

    范德堡大學為全美排名前十五之大學，醫學中心之醫療評比也位居全美前二十名。每年申請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研究補助金額，亦是全美國排名前十之機構，整個

大學與醫學中心研究風氣盛行。其中過敏、胸腔暨重症醫學部之 Lorraine Ware 教授在重症醫學方面研

究傑出，曾榮獲 2015 年美國胸腔醫學會科學研究成就獎(Recognition Award of Scientific 

Accomplishment)。故決定於 2017 年出國進修，跟隨 Lorraine Ware 教授從事有關急性呼吸窘迫、急性肺

損傷、與重症醫學研究。 

    研究方面，主要為研究敗血症(Sepsis)與急性呼吸窘迫症(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相關生

物活性指標(Biomarkers)，並分析病患臨床資料與預後之相關性。目前已發表一篇論文並且刊登於國外

醫學雜誌(Critical Care 2019:23;18)，第二篇論文亦在撰寫中。醫療方面，參加醫學院、胸腔暨重症醫學

部演講，參與病歷討論會議，跟隨主治醫師查房，觀摩特殊醫療技術。 

 

關鍵字：敗血症 (Sepsis)，急性呼吸窘迫症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急性肺損傷 (Acute Lung 

Injury)，重症醫學 (Critical Car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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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現今臨床醫學進步一日千里，不論是藥物發展、侵入性治療、外科手術、癌症與器官移植等醫學

技術均日新月異。然而在許多不同的醫療情況下，重症醫學總是替一線崗位的醫師扮演者強而有力的

後盾。重症患者病往往病情危急瞬息萬變，一般病房之醫療設備及人員配置，無法應付此等患者隨時

可能發生之病情劇變。除此之外，重症醫學為各種專門學識和技術之配合，以促進各種重症患者之治

療效果與提供重症病患全方位的照護。 

    胸腔重症是現代重症醫學中重要的一門學問，其中，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肺損傷（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cute Lung Injury, ARDS/ALI）不論是在基礎研究、轉譯醫學研究或是臨床

試驗，在過去二十年間，已有長足的進步。另一項重症醫學領域之大學問:敗血症，亦隨著重症醫學的

進步，病患的死亡率有逐漸降低的趨勢。所以重症醫學在現今分科精細的醫療時代，乃是集合各專科

之特長，並且加以融合互補，用以治療情況危急而需要分秒必爭的重症患者。 

    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位於美國田納西州(Tennessee)首府納什維爾(Nashville)，為全美排

名前十五之大學，醫學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之醫療評比也位居全美前二十名。醫療、

教學、與研究風氣十分興盛，有許多醫療專家在不同的胸腔暨重症與過敏免疫醫學研究領域中佔有一

席之地。其中之一的 Lorraine Ware 教授在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肺損傷與敗血症研究領域中，表現

傑出，曾獲得 2015 年美國胸腔醫學年會表揚為年度優秀醫師科學研究成就獎(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of Recognition Reward for Scientific Accomplishment)。此次出國進修目的，主要為學習國外胸腔暨重症醫

學研究，故選擇跟隨 Lorraine Ware 教授，進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肺損傷與敗血症研究。並且於

進修期間參與醫學院、胸腔暨重症與過敏免疫醫學部門教學活動、演講與病歷討論會議，跟隨主治醫

師，觀摩加護病房查房，胸腔與重症醫學特殊醫療技術。 

 

二、 過程 

    此次出國進修共計二年，相關研究分成三個面向敘述: 

基礎與臨床研究:利用人體血清與肺臟組織標本，研究與尋找急性肺損傷與敗血症相關之生物標記

物。 

Lorraine Ware 教授的實驗室一共有成員十八名，包括臨床醫師、技術人員、研究護士、博士後研

究生與研究所學生，每一個成員均分配至少一個獨立研究計畫。在出國進修之前，便開始與 Lorraine 

Ware 教授討論進修計畫。第一年進著重於研究生物標記、學習實驗技術與設計實驗方法。Lorraine Ware

教授於 2005 年開始收急重症病患之血清、尿液與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等檢

體，至今已累積超過 3000 名患者之檢體與臨床資料(Validating Acute Lung Injury markers for Diagnosis，

VALID)。職之第一年進修研究計畫，著重於尋找能夠預測預後(器官衰竭與死亡)之相關生物標記物。

目前已將此研究，發表第一篇論文(Critical Care. 2019;23:18)，並開始著手撰寫第二篇有關生物標記物之

論文。 

基礎研究:呼吸窘迫/急性肺損傷(ARDS/ALI)及敗血症(Sepsis)機制  

Lorraine Ware 教授實驗室之基礎研究著重於游離血紅素(Cell Free Hemoglobin，CFH)對於肺臟急性



5 

 

傷害之影響與敗血症之相關。美國器官捐贈觀念開放，故許多病患生病或意外死亡後，會將身體與器

官捐贈給醫院，以提供相關研究。Lorraine Ware 教授利用器官移植捐贈者無法符合移植規定之肺臟，

進行相關研究，模擬肺臟受損與給予藥物治療前後，肺臟之重量、肺動脈壓、肺泡灌洗液等相關參數

之變化。職之第二年研究方向主要是分離人類或是小鼠肺臟中第二型肺泡細胞(type 2 pneumocyte，type 

II pulmonary alveolar cell)，並且培養於插入式細胞培養皿(Transwell Insert)，待形成空氣-液界面(Air-Liquid 

Interface，ALI)後，給予藥物或是抑制物(Inhibitor)刺激，以觀察生長狀況，測量分泌之特殊蛋白質與核

糖核酸，或是利用螢光免疫染色(Immunofluorescence Stain)，從事急性肺損傷與敗血症之研究。另一項

研究則是利用特殊儀器(Electric Cell-Substrate Impedance Sensing，ECIS)測量細胞間電阻，觀察肺泡細胞

(Murine Lung Epithelial-12，MLE12)或是人類肺臟血管內皮細胞(Human Lung Endothelial Cells，HULEC)

經培養後，細胞之間連結性之改變，之後給予藥物或是抑制物刺激，觀察電阻之改變，並收取細胞上

清液(Supernatant)與細胞溶解後蛋白質(Cell Lysate)，測量細胞分泌之蛋白質、激素之變化。目前發現肺

泡細胞與肺臟血管內皮細胞給予游離血紅素或是血基質(Heme)後，細胞會走向計畫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細胞與細胞間連結性亦降低。若給予細胞凋亡抑制物(Apoptosis Inhibitor)治療，則此計畫性

死亡現象明顯減少。回國之後，預計繼續研究此機制與現象，並且著手進行動物試驗。 

    醫療學習方面:參加醫學院、胸腔暨重症醫學部演講與病歷討論會議，跟隨主治醫師查房，觀摩臨

床重症醫學與特殊醫療技術。Lorraine Ware 教授於每週四下午與實驗室同仁進行會議，先由一位實驗

室同仁進行論文閱讀與討論，之後每位同仁報告實驗進度與結果，若有實驗困難或是結果不理想，大

家會給予建議或是幫忙。另外每周一上午與 Lorraine Ware 教授進行一對一討論實驗計畫。過敏、胸腔

暨重症醫學部於每周一、五中午舉行部內 Grand Round，邀請外賓或是各實驗室主持人演講。醫學院於

每週四上午與下午舉辦全院性之演講，邀請美國國內或是世界各地頂尖之研究學者來學校進行交流與

演講。並且跟隨 Lorraine Ware 教授於加護病房查房，觀摩美國醫學中心之臨床重症醫學。 

參加學術會議:職利用於美國進修期間，參加 2018 年美國胸腔醫學會於聖地牙哥舉辦之胸腔醫學

年會(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y 18-23, 2018-San Diego, CA)，並且將研究

成果製成海報與口頭發表(Poster and Oral Presentation)。 

 

三、心得 

    隨著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與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蓬勃發展，基礎研究與臨床醫

學的結合已成為目前醫學研究的主流，從基因定序、蛋白質研究與臨床大數據分析，已成為每個實驗

室主要研究項目。然而這些研究均需要花費許多人力、時間與金錢。范德堡大學為全美排名前十五之

大學，醫學中心之醫療評比也位居全美前二十名。每年申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補助，是全美

國排名前十之機構。除此之外，每年畢業校友與范德堡家族之私人捐贈金額亦是學校資源不虞匱乏的

原因。 也因為如此，學校能夠持續延攬與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讓學校研究與醫學中心更具競

爭力，排名能夠不斷往邁進。醫學中心內醫師臨床工作量不大，過敏、胸腔暨重症醫學部醫療工作採

輪替制度，每位主治醫師一年只需約十周時間至重症加護病房輪值照顧重症病患，門診亦採預約制

度，其餘時間則專注在研究工作上。部內氣氛融洽，各個實驗室亦互相幫忙與合作，以弭補不足之處。

在胸腔專科醫師三年之訓練計畫過程中，便有一年是完完全全待在實驗室，跟隨教授做研究，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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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醫師做研究的能力。除了研究資源豐沛之外，相互合作之觀念亦是美國醫療研究方面能夠居於

領導世界，與整個歐洲抗衡的原因。Lorraine Ware 教授有許多跨院與跨國的研究計畫，除了分享彼此

研究經驗之外，在臨床收案時也可以經由多家醫學中心相互合作，在短時間內大幅增加收案樣本數，

提高統計結果的信度與效度。而且利用不同實驗室的專長，相互合作，截長補短與腦力激盪之下，產

生出質與量均能具備的研究成果，這也是為何美國頂尖大學與醫學中心的研究環境創能夠創造出領先

國內 5 到 10 年的研究。反觀國內醫師工作環境，除了在現有健保制度的不平等待遇之下，需要衝高門

診量與住院占床人數，臨床工作繁重之外，還需應付醫院評鑑、面對研究與進修學位的壓力，因此如

何兼顧研究與臨床病人照顧，一直是本國醫學中心醫師面臨的極大挑戰。 

    在跟隨 Lorraine Ware 教授於重症加護病房查房的過程中，驚訝整個醫療團隊陣容龐大，包含了總

醫師、兩位住院醫師、一位實習醫師、一位藥師、一位營養師、一位社工、一位專科護理師、一位呼

吸治療師與一位專責照護病患的護士。而且跟國內加護病房最大不同之處，乃是加護病房每一個床位

都是一個獨立套房，病房內除了病患使用床之外，還有一張沙發床，允許家屬在病房內 24 小時陪伴，

這與國內加護病房常把家屬隔離在外相比，是非常人性化的安排，減少鎮靜藥物的使用，真正的以病

人為中心來做考量。也因為如此，在加護病房病患的譫妄(delirium)研究與治療指引，范德堡大學醫學

中心一直居於領先與領導的地位。 

此次於美國進修，除了感謝 Lorraine Ware 教授的指導研究之外，還要感謝另一位來自台灣，目前

是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生物統計學部門(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與量化科學中心(Center of Quantitative 

Science)主任石瑜(Shyr Yu Professor)教授的照顧。職剛到納什維爾時，生活起居上的問題完全是靠石教

授與師母的幫助，一家人才能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國安定下來，開始進修的生活。之後陸陸續續參加石

教授的演講，介紹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數據科學（Data Science）、生物統計（Biostatistics）、與生物資

訊（Bioinformatics），了解到台灣的醫學中心與美國這方面研究的落差是如此大。除此之外，石教授對

於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的研究，每年更是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數百萬美元的研究補助。這

些大數據的發展，都是能夠在醫療上有非常大的助益。石教授非常歡迎來自台灣的研究生，台大、中

榮與成大醫院均有醫師訪問學者，跟隨石教授學習與研究。希望未來有機會，石教授時間允許的情況

下，能夠邀請老師到臺北榮總演講，讓大家能夠了解目前國外精準醫學之水準與進步之程度。 

 

四、建議 

    此次出國進修時間原預計一年，但是來到美國進修後，扣除剛開始的適應時間，臨床觀摩學習，

學習實驗技術與實驗方法設計之後，所剩時間已所剩不多，故決定延長進修時間，共計二年。之後參

與實驗、資料整理與發表論文、增加實驗需要與修正論文內容、到接受與刊登，剛好需要兩年時間。

而且許多國外頂尖之實驗室只願意接受兩年的訪問學者，希望院方能夠鼓勵醫師出國進修兩年。對於

出國進修補助方案，由於國外生活與物價水準，往往是台灣目前兩倍以上，而出國進修之醫師，多是

已成家立業，需負擔家庭經濟來源之重要支柱，在出國進修期間，院方補助之獎學金，多是僅能支持

進修醫師於國外基本生活開銷，對於其他家庭成員生活支出，則完全需要依靠進修醫師本身多年之積

蓄，這些原因均會增加出國進修難度與降低意願，建議院方可以考慮增加進修時間與補助，以增加出

國進修之動機，期望能夠獲得實質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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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Lorraine Ware Professor 實驗室成員合照 

 

 

台中榮民總醫院加護病房團隊參訪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並且與石瑜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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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8 年美國胸腔醫學會於聖地牙哥舉辦之胸腔醫學年會(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y 18-23, 2018-San Diego, CA)，海報與口頭發表(Poster and Or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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