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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視鏡治療一直是我職涯開始以來傾心學習的，也是為何最終選擇胃腸肝膽

科當成一輩子志業的原因。內視鏡的起源以及發展無遠弗屆，身為其中一份子我

們深感榮幸。但持續精益求精才能在這快速發展的領域中不至於被淘汰。站在巨

人的肩膀能幫你看得更遠爬得更高，但在這號稱地球村的年代這巨人已經不再僅

止是臺灣人了，他也可以是日本人，韓國人，甚至全球各地的內視鏡醫師們。 

    身在醫學中心，若僅只具備及格的技能，便不能稱為是及格的醫師。因緣際

會中看到了醫院進修訊息的公告，燃起了暫時拋開臺灣的舒適圈前往挑戰的心，

也因時常在會議上的交流，能結識如 Prof. Itoi 般的知名內視鏡醫師。就此促成這

次的東京見習行。 

    膽胰道內視鏡檢查一向被視為內視鏡中較為複雜也較常產生併發症的一個

技術，希望透過此次見習的過程，解決日常執行膽胰道內視鏡檢查的疑惑之處，

行有餘力，也希望能帶回一些不同觀點的新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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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一)經由反覆的觀摩以及與 Itoi 教授定期的會議討論藉以培養對膽胰道內視鏡治

療的基本邏輯概念，更透過近距離觀察東京醫科大學其享譽國際的醫師培訓系統

中各層級醫師的臨床執行業務，從中學習內視鏡介入性治療。 

(二)建立成大醫院消化內科與東京醫科大學消化器內科的交流橋樑，以期未來能

有定期的交流活動以及固定互相派訓的模式。 

(三)觀摩東京醫科大學內視鏡檢查室之環境以及醫療設備上的建置，為未來即將

整建之成功大學醫院內視鏡室之規畫做出能與世界領先醫院並駕齊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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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6/30 (日) 由高雄小港機場離境，於下午抵達東京成田機場，隨

後至安排之宿所安置行李 

7/1 (一) 會見 Itoi 教授安排之接待人員，Yamamoto Kenjiro 醫

師，給予東京醫科大學醫院新院區之環境介紹 

7/2 (二) 於消化器科晨會中以簡報自我介紹，並簡短介紹成大

醫院後開始至膽胰道內視鏡檢查室觀摩 

7/6 (六) 參加東日本膽胰道大會聆聽演講 

7/9 (二) 參加東京醫科大學消化器科七月例行性迎新活動 

7/2-7/29 依下附之行程表規律於東京醫科大學醫院四樓內視鏡

第一檢查室見習 

7/31 (三) 自成田機場離境回高雄小港機場 

 見習工作表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7:30 晨會     

AM EUS+ERCP EUS+ERCP EUS+ERCP EUS EUS+ERCP EUS+ERCP 

PM EUS+ERCP EUS+ERCP EUS+ERCP  EUS+ERCP  

 18:30  

個案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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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因應目前世界的趨勢，微創甚至無傷口的內視鏡手術已漸漸成為醫療的主

流。各項科學的進步以及儀器的進展更是讓這些治療方式可及的範圍更加深入，

為了跟上世界一流醫療的水準，向精研內視鏡介入療法領域已久的大師請益學習

便成為絕佳的入門途徑。日本向來在精密儀器的研發以及內視鏡介入性治療上扮

演著世界領頭羊的角色，從目前內視鏡的提供者像是 Olympus company, Pentax, 

Fujifilm…等公司均為日商可證明其世界領先之地位。 

   臺灣從臺灣大學醫院首例的內視鏡檢查開始已歷經數十載，期間靠著許多劃

時代的專家帶領，臺灣的內視鏡醫療無論是質與量均已享譽國際，但近年來由於

更多的新型態的內視鏡治療以及先進器械的問世，僅只靠本土的專家已漸顯不

足，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國際交流，像是：臺灣的 GEST 年會，日本主辦的 Tokyo 

Conference of Asian Pancreato-biliary Interventional endoscopy (T-CAP)，韓國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Korea pancreato-biliary Association…等。讓年輕醫師在

會議中透過專家的演講甚至 live demo 的方式近距離的欣賞大師級的內視鏡治

療。透過會議上的交流，讓臺灣內視鏡醫師能認識海外的專家，加以這些各國的

領袖的開闊胸襟，也打開了臺灣醫師海外進修的大門。 

   東京醫科大學消化器內科在其主任教授 Takao Itoi 的帶領下，在內視鏡領域尤

其是膽胰道的內視鏡檢查以及治療早已享譽國際，而我因緣際會地在上述的會議

中有幸結識 Itoi 教授便促成了這次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病院的進修。希冀能透過親

眼見證專家的技術加速未來臺灣南部地區內視鏡介入性治療的發展。 

    東京醫科大學坐落於日本東京都新宿區，是一所地點位置絕佳之醫學中心，

位於人口稠密的東京都區，其醫療業務的繁忙可想而知。而最近剛好適逢東京醫

科大學建校 100 年，同時七月也正是新院區落成的時間，前來參訪如此盛事，雀

躍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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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乍到此處當然需要先認識各個醫師，經過負責接待我的 Kenjiro 醫師一位一

位的介紹才發現這裡的消化器內科陣容之龐大，不含輪訓的住院醫師，固定在科

內工作的醫師便有超過 30 位之多。

嶄新的院區以及透過醫院窗外可見之

東京都廳，可知其絕佳地理位置。 

新院區一樓大廳寬敞的空間設計感，以

及採光優良之綠建築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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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開這個陣容，臺灣醫院可能會要求相當大的營業量，以求效益極大化但是

在這邊其實不然，日本醫師任何事情都相當注意其中的細節，盡可能讓每件事近

陣容龐大的醫師群名單以及他們醫院一直以來保持著患難與共的傳統

精神，不管幾點都可以看到檢查室內總是充滿著熱忱的檢查醫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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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完美的態度，以及極度強調團體合作的職場環境，也因此他們一日的檢查量可

能跟成大醫院相當而已。這些優點當然就直接的反應在他們的醫療品質上，每一

位病人盡可能的全身麻醉後才執行內視鏡檢查，以求良好的病患配合度，每一項

檢查不論花多少時間或是需要多少器械都要做到完美，沒有時間以及成本上的限

制。所以我常常看到一個檢查便用了臺灣約莫 2 倍的器械量，為達目的不計成本

的作法，著實讓我感受到臺灣醫療的過分講求效率的弊端。醫學雖是門科學，但

也同時存在著藝術的成分，在他們身上，除了嚴謹的科學研究外，我更看到了臺

灣那因廉價的醫療環境下已消逝的醫者之風範。我曾試探性的與年輕醫師聊起這

個現象，以及跟他們解釋臺灣的醫療現況，他們醫師對我們醫療現況的反應正如

同我對他們的環境一樣驚訝。 

 

整排的內視鏡櫃以及各式各樣新型的，常用的內視鏡蘊藏其中，諸多的

洗滌設備也滿足各位醫師選用內視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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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住院醫師是受到工時的保障的，但也僅只是一個保護傘罷了，我在這裡

看到的是，誰不為了自己的前途多看一點多學一點的積極，看到的是中午不整個

團隊出發一起吃飯絕不單獨前往的同袍情誼以及絕不在師長之前離開醫院的硬

頸精神。整個科的氣氛就像一個家庭一樣的和諧。見習到後來甚至讓我感覺自己

也加入了他們離開前還依依不捨呢！另外這裡的每個醫師都有自己設定好的未

來發展途徑，像是 Kenjiro 醫師就專研於壺腹癌領域也取得很不錯的成果，以一

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年輕醫師來說，能夠在單一領域努力而不迷惘真的很難人可

貴。想必是遇到了良好的心靈導師。Itoi 教授對於後進的栽培果然值得敬重。Itoi

教授雖貴為醫院副院長，但是卸下白袍後兩杯黃湯下肚便能跟科裡所有的醫師打

成一片，更是讓我體會到這位師長有多麼的愛護這個大家庭，有多麼的希望每個

人都能更加向上。如果要我從這次見習的經驗中只能選擇一個回憶永久留存，想

必這種同事即家人的態度一定是我的首選。 

整櫃的高貴器械以及新穎的內

視鏡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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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次前來海外進修也不全然只有看到對方的優點而以。在經過這麼多的時

間對話中我還是有感受到身為臺灣醫師的幸福之處。首先是這裡的護理師公會相

當的強勢以及極度的保護護理人員的工作職責，在內視鏡室工作的護理師主要職

責竟然只有紀錄生命徵象還有完成跟醫師交互確認病患身分的工作。因此醫師需

要做許多準備病人的工作，像是注射靜脈通路，維持環境整潔等，也間接地導致

了病患輪替上的延遲，以致整體效率沒有想像中這麼好。每次看到與我年齡相仿

的醫師們趴在地板用濕紙巾擦拭地上血跡，以及協助傾倒垃圾等工作變覺得自己

親民的師長群以及各個願意肝膽相照賣命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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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十分的幸運身在臺灣。另外就是雖然大學醫院不計成本的在救治病人，但是

日本保險並不能完全包含病患全部就診費用，也因此導致帳面上醫院是處於虧損

狀態比較多，也因此醫師的待遇便不能稱為相當優渥。上至教授下到總醫師均有

固定外院支援的時間，說好聽些是實踐醫學中心的使命，實踐上這是他們次重要

收入的來源。這實在是我們臺灣醫師無法想像的艱困狀況。 

 

 

 

  另外日本身為臺灣人最常前往的外國旅遊國家之一，這段時間中的閒暇時間，

我也充分的深入日本各個角落，實際走訪去看看東京之美，確實感受日本在觀光

這方面的用心，常常可以去到一個景點之後發現，國家竟然為了一個範圍頗小但

是具歷史價值或是特殊自然景觀做出這麼周全的交通運輸計畫，讓這些景點不再

只是出現於史書或照片之中，反而活生生地盡入眼簾。或許這就是日本人的想法

吧！不管各行各業都盡可能的不計付出地把事情做到最好，只要堅持相信自己保

護的事物，他們一切的努力終將化為成功的羽翼，翱翔天際。我們也應是如此，

日本最近最流行的臺灣食物是甚麼呢？答案是珍珠奶茶以及滷肉飯。別以為只有

辛苦的日本年輕醫師，抄寫紀錄的護理師以及許多高貴的用完即拋棄

的衛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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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料理，美國牛肉可以輸出全世界，憑藉著我們原創的這些臺灣特色小吃，我

們一樣也能放眼全世界，我想不僅只飲食業如此，醫療也同樣是這樣。堅持自己

的特色，深信自己有能力。堅定自己的道路。我們絕對有能力步向世界的舞台。 

 

 

 

 

 

 

 

 

 

 

 

 

 

 

 

 

 

 

 

 

 

 



11 

 

四、 建議事項 

 

(一)臺灣醫療體系應考慮重新定義醫學中心的使命，不應將醫學中心的資源用的

像是地區醫院一般，同時健保署也應考慮對專收治急重難罕的醫學中心重新分配

健保這份大餅。如此臺灣的醫療水準才不僅只具備廉價實惠的特色，也能在國際

上更有競爭力。 

 

(二)多與國外的醫師交流，或是建立固定派員去訪查的模式有助於認識以及了解

自己國家的利與弊，從中可以找出我們獨特的地方，或許可以讓我們知道從哪個

方向去努力才比較有機會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三)不僅只是醫師需要與國際交流，像是這次去見習看到對方的洗滌內視鏡功力

真的很佩服，不管該內視鏡是新型或是舊型，外觀一律都維護的像是全新的一

樣，我無法跟只會說日語的洗滌室技術員了解怎麼辦到的，但我相信同樣派身為

洗滌技師的人員前往探勘，一定能在短時間之內了解箇中差異。進而回國後貢獻

在這一般人不會注意到卻相當重要的細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