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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參加糖尿病先進技術與治療年會(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reatment in Diabetes 

Annual Conference)，這是所有關於糖尿病治療與科技運用的年度大會，會場中往往匯

集全球在糖尿病治療的大師來此演講與發表，這此參與主要是指導醫學系學生發表關

於初經年齡與第二型糖尿病的關聯基因研究，報告中學生展現穩健大方的風采，甚是

欣慰這一路從旁指導的過程，另外也參觀許多先進的糖尿病照顧的儀器商攤，包括新

一代可同時偵測乳酸的連續血糖偵測儀、自動胰島素給予幫浦，各式各樣的雲端演算；

和遠端糖尿病病人管理系統。在世界級知名的教授演講中，揭示電子化醫療服務時代，

糖尿病醫師所扮演的腳色，以及未來可能治療的趨勢，會議過程中，總祈能帶回國內

這些新穎的醫療知識，落實於本土對於兒童青少年糖尿病患者的照顧，嘉惠他們對於

健康的需求。 

 

關鍵字: 兒童青少年糖尿病、先進糖尿病治療科技、自動化胰島素給予、連續血糖偵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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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目標 

本計畫有下幾項目標： 

1. 指導醫學系學生，發表成大醫院院內研究計畫成果 

2. 學習糖尿病先進科技的發展、研究與醫療照顧新知 

 

主題 

本計畫包含下列幾項主題： 

1. 參加海報發表與討論交流 

2. 參加大會演講與聆聽報告 

 

說明 

本次是筆者第一次參與糖尿病先進技術與治療年會，鑒於過去參加糖尿病相關的國際

會議大部分著重於兒童糖尿病的治療與照顧，在兒童與青少年第一型糖尿病的研究見

識已經比較充裕，所以這次才針對先進智慧醫療這個領域前來探索，此外也契合目前

成大醫院正戮力發展電子化醫療的精進，希望能夠知道如何結合研究與實際臨床服務

的實境繼續進一步的開發，因此藉著本次開會的機會，參與多場座談與大會演講，聆

聽學界大師演講智慧醫療與臨床照顧的跨專業合作經驗，作為將來回饋於臺灣糖尿病

病患的照顧。另外也藉由這次大會的研究發表平台，整理過去院內計畫贊助研究的成

果，做一系列的整理，指導醫學系的學生研究，並且參與國際會議與發表論文，這樣

的經驗應該對於學生會有很大的啟發，讓新一代的醫學生也願意繼續投入在臨床研



 5 

究，而我們的研究主題是圍繞在第二型糖尿病與初經的基因關聯性，呼應個人化醫療

的需求，我們期望透過個人基因的檢查，制定最佳的糖尿病治療策略，因此於大會中

海報發表時段，與其他各國學者切磋問題，尋找日後醫學研究合作的機會。 

 

預期效益 

本計畫預期達成以下效益： 

1. 分享研究結果，參與研究討論、期望建立日後合作夥伴 

2. 學習先進的在糖尿病照顧的智慧醫療，契合本院發展方向，落實在本院病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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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楔子 

這次的開會是一個全新的體驗，過往的會議多少有一些認識的學術界老朋友，雖然會

場大多數是陌生的臉孔，但遇見老朋友時，總會格外的開心，也因此在出發前就會期

待即將的相遇，但這次的會議主題是比較著重在醫療科技，因此預期參與的人員可能

會比較多成人糖尿病醫師與研究人員，但是畢竟智慧醫療日新月異，因此抱著一點點

緊張、一點點興奮、一點點，期待出發前行，而其實到了會場意外相遇許多之前兒童

糖尿病科學研究學校認識的同學和教授，他們也風塵樸樸參與這樣的科技盛會，除了

敘舊寒暄之外，也交換智慧醫療在兒童糖尿病照顧的心得，是此行最大的收穫。 

 

糖尿病先進技術與治療年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Technologies & 

Treatments for Diabetes) 

糖尿病先進技術與治療年會首創於 2008 年，至今已連續舉辦 16 年，會議的宗旨強調

糖尿病照顧的創新技術和治療方法，因此會議主要匯集新技術開發人員與糖尿病專業

人士和護理人員、研究人員、行業、新創公司、投資者、甚至糖尿病患者聚集在一起，

這些國際上傑出的專業人士討論和傳播有關目前糖尿病領域的最新技術和治療方法的

資訊，而年會討論的主要議題包括：決策支援系統（顧問）、基於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

決策支援系統、閉環系統和演算法、人工胰臟、胰島素幫浦、血糖感測器（侵入式和

非侵入式）、新的胰島素和其他藥物、新的胰島素輸送系統、專注於糖尿病預防的設備、

醫療服務資訊學；遠距醫療、軟體等技術、先進醫療技術應用於醫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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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會議地點都會在各地輪流舉辦，但大部分都是在歐洲國家舉辦，主要還是因為醫

療科技進展上，歐美地區的國家處於領先的地位，但每年仍有世界各地國家派員參與，

特別是亞洲國家近年也有許多人員現身會場，而大會內容除了傳統學術會議研究討論

發表的特色之外，會帶有點科技廠商博覽會的樣貌，讓專精於糖尿病治療技術的新創

公司能夠在此展示其技術成果，藉由臨床照顧人員與研發人員有一個熱絡的互動交流

平台，以促進和加強糖尿病治療技術的發展，並建立聯繫以進一步開發，這是本會議

最大的特色。而會議本身也和 Diabetes Technology & Therapeutics 期刊合作，會議上發

表的成果有收錄在特刊中。 

 

圖一 ATTD 大會位於古城堡中的外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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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TTD 大會入場處 

 

 

圖三、與會代表的國家，來自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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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會議經過 

Mar 6 會議首日 

大會於首日的下午展開，在此之前的產商展示攤位已經大都就位，而在大會開幕演講

之前已經有許多場次由廠商贊助的演講，雖然是廠商贊助的演講，但當中安排許多著

名的學者，來演講科技運用在糖尿病照顧的運用，今年的主題在於如何使用胰島素治

療不受限於醫療的可近性與醫師的變動性，也就是能不能不需要醫師，而是由病人主

導胰島素的調整與給予，演講過程中，闡述了胰島素發現的歷史，以及這幾年糖尿病

使用胰島素治療的演進，其中也觸及每個地區醫療使用的可近性以及普及性，以及醫

療差異對於糖尿病治療的影響等等，非常具有啟發性，可以讓底下的聽眾有不同的思

考。接續是簡單但隆重的開幕儀式與簡短演說，大會主席說明接下來三天精彩的節目

內容，而在簡短開幕之後是大家交流與參觀攤位的時間，雖然這次是自行帶學生參加

此會議，不過也和一些台灣來的醫師不期而遇，包括林口長庚醫院羅福松與林嘉良醫

師，羅醫師是兒科醫學會內分泌次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林醫師本身是第一型糖尿

病病人，也是成人代謝科醫師，具有醫師與病人的雙重身分，在台灣倡議糖尿病照顧

的權益不遺餘力，真的很高興可以在會場遇到同樣來自台灣而且關注這項疾病的醫療

同好。 

 

Mar 7 會議次日 

今天第一場的大會全體會議演講，主題是糖尿病照護新知，包括測量血酮的重要，甚

至開發出連續性血酮監測的機器，可以合併使用於連續血糖監測以及胰島素幫浦的使

用，研究也顯示血酮和血糖的高度相關性，這對糖尿病照顧患者更能精準地清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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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糖恆定代謝的狀態，進一步可以採取合適處置。另一位講者則是專研即刻高血

糖(Intermediate hyperglycemia)，這對於診斷早期第二型糖尿病其實很有幫忙，另外對

於所有糖尿病的治療也是非常關鍵的時段。最後一為講者則是研究新型的 Medtronic 

780G 的胰島素幫浦應用於懷孕婦女的治療與安全性。第二場的大會全體演講則是談論

未來的糖尿病照護進展，這場演講著重於使用人工智慧系統開發自動化胰島素幫浦，

講者揭示許多的演算法正在進化中，因為這些演算法的開發，提供糖尿病患者更多的

胰島素幫浦治療選擇，不僅僅得受限於幫浦廠商的機器，而是更能客製化流程，讓患

者的治療能更添進使用者的需求，另一個講者也說明目前胰島細胞移植的進展，由於

幹細胞治療的進步與免疫細胞功能的了解，我們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增加胰島細胞移植

的成功機會，正在進行的臨床試驗也證實，基因工程製備的胰島細胞在移植之後，可

以有效分泌胰島素控制血糖恆定，而不需要使用胰島素注射治療，因此可能是未來治

療糖尿病的另一項契機。下午參加幾場口頭論文發表，現場許多的臨床研究多數是關

於人工胰臟應用以及胰島細胞移植的論文，可見這兩項是目前糖尿病這一方面的熱門

顯學。 

 

March 8 會議第三日 

第三日的大會全體會議演講主題是人工智慧應用於胰島素的給予，鑒於人工智慧的應

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占據很大的一部分，為順應此潮流世界各地的糖尿病專業

學會也都教這一區塊列入成立專案小組任務，追縱報導這一方面的研究結果以及如何

落實在病人照護上，而目前這領域的發展在血糖追蹤、胰島素給予、和照護記錄管理

有許多創新與進展，在血糖追蹤上已經有多家廠商發展演算法可以更迅速與真實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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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血糖變化，而不僅止於顯現數據，而是預測變化，所以目前的連續血糖監測可以更

貼近傳統血糖值而不會有血液與組織液誤差與時間差，而且預測血糖的變化可以更精

確，特別用於餐後與運動後等血糖迅速變化的時間點，能夠回應臨床照護使用需求，

這樣的進展也同時讓胰島素微調式給予可以更靈活變化，控制血糖的穩定在目標區

段，也讓達標時間達到我們的要求，而且過往這些演算法都在廠商的保密資料，目前

開放式平台能夠整合這些個別開發的演算法，整合血糖偵測與胰島素給予，讓更多的

患者受惠。而接續的專題演講則是探討用於第二型糖尿病的藥物可否用於第一型糖尿

病患者身上，而這樣藥物的移轉使用對於血糖的達標是否有幫助，以及是否會增加糖

尿病酮酸中毒的風險，而目前研究的報告顯示，似乎真的是有幫助，而且這些藥物並

非過往直接作用於胰島素製造，而是針對其他器官方面的保護效果，因此在第一型糖

尿病慢慢出現成人糖尿病相關問題時，這些藥物使用是有其適應症的。而今日另一個

主要的重點是參加學生的海報發表，這次發表的主題是關於初經年齡與第二型糖尿病

的基因相關性，這是醫學系大三學生鄭媛方的暑期研究結果，鄭同學利用他大二生大

三的暑假時間，埋首基因資料與程式碼，努力不懈地跑程式和分析，終於完成她的論

文，也順利投稿大會的海報論文，而就在我們出發前往義大利的前夕，我們就收到論

文已經正式被期刊接受發表，真是非常及時的好消息，而在會場發表上，這次的海報

發表採電子海報模式，由於聽眾來來往往，雖然有人駐足欣賞，但並沒有太多人詢問

問題，但我們還是抓住機會，盡量簡短介紹我們的研究結果，以及最後請求別人幫忙

留下海報前的合照，相信這樣的出國開會的經驗，是學生難得的機會，希望她的醫學

生涯會因此而受到正向的刺激與啟發，持續追求醫學的新知與創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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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研究海報發表現場與學生合照 

 

 

March 9 會議尾日 

最後一天的大會全體會議演講，討論糖尿病病人的運動與血糖控制，以及目前美國食

藥署首個生活型態調整的應用程式，這個手機應用程式運用許多正向心理的機制，也

是首次補足醫療照護端對於生活型態調整的可以使用的工具，而且研究也顯示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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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態調整的應用程式可以降低糖化血色素，效果與藥物使用可相比擬，雖然不必

然可以反轉糖尿病的進展，但仍是醫療概念的突破。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可以發現聽

眾人數已經綿顯減少，許多人已經先行離開，不過也許是因為這樣，更可以碰見之前

認識在糖尿病照護這一塊從事研究的朋友以及前輩導師，許多同輩的友人已經開始站

上大會的講台或者擔任學會重要行政位置，簡短會後寒暄，最後於下午結束開會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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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獲得這次短期出國參加糖尿病先進技術與治療年會，讓臨床工作之餘可以再精進自己

的學術研究與臨床知識，過往對於醫療科技這一塊的研究涉獵是比較缺乏的，雖然這

一塊的進展很快，臨床上也已經習以為常地使用醫療科技，但能夠參加這樣安排豐富

的學術大會，可以讓自己的糖尿病照護能力一直維持更新狀態，同時也重聚在兒童糖

尿病這個領域從事研究的同好，也有助於將來研究的發展，諸多許多心得收穫如後述，

希望能提供院內同仁或者後輩醫師參考。 

 

就個人層次而言 

這次的參加會議有以下的幾項心得： 

聯繫認識: 這是我選擇一直參加國際會議的主要原因，研究與技術的開發需要多專業

的合作，很難僅靠一人之力就能夠完成，廣大的學術領域中，參與國際研究團體不難

發現擁有同樣嗜好的學者，相對於臺灣環境限縮，可以讓研究興趣得到廣泛的發展，

讓自己的研究生涯走得更開闊。 

刺激啟發: 這次餐與會議發現好多關於糖尿病的科技進展，而且這些進展很快速地被

商品化，而實際應用在病人照護上，這是以往參加會議看到研究成果到實際應用需要

曠日廢時的進程非常不一樣的變化，這跟過去經驗從題目發想、研究執行、結果整理、

知識散播、到臨床應用的時程幾乎是倍速進行，也許在研究領域也逐漸進入快速展的

階段，這對於醫療研究人員有應該有不同的啟發與挑戰。 

保持興趣: 最近慢慢發現，幾年繁重臨床工作的負擔，對於許多臨床問題雖然遲疑有

興趣，但是卻已經無太多心力投入研究，研究這個過程充滿辛勞與不確定性，需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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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月的投注，在會場一樣不難發現許多資深年長的醫師或者研究人員，仍然汲汲營

營地參與各項講題與經驗分享，實在非常感佩卻也自嘆弗如，醫學學問廣博浩瀚，真

要融會貫通也需耗費相當精力，當臨床工作繁重時，還要能夠保持學習進步的興趣難

可貴但不容易堅持，要如何持續維持興趣，讓醫師科學家的學術生涯能夠撐得更持久，

這也是筆者殷切對於自己的期許，但卻很困擾的問題。 

 

就機構層次而言 

技術更新: 對於糖尿病的照顧以及治療已經相當進步更新，但在臺灣健保制度之下可

以得到的治療仍然比較落後，雖然對於疾病控制效果不比其他國家差，但是在智慧醫

療取得健保給付規定仍有進步的空間，希望我們的醫院也能夠加快智慧醫療研究進展

的速度，讓台灣堅強的科技實力落實於醫療照護之中， 

人才養成: 科學研究需要個人投注相當大的時間，除了個人本身對於研究的熱情之

外，也需要整個機構對於個人從事研究的支持，不管是經費上或者整體制度上，先進

歐美地區的各個國家，都不遺餘力培育自己的人才，除了需要大量的資金與人力的投

入，筆者有觀察到跨國跨地域的合作經驗，互相支援人力或者物力方面的資源，這些

都是促進與推展智慧醫療的重要因素，因此對於單位來說就是需要去思考如何制定一

個良好的制度與系統去協調與配置這些資源。  

 

 

 

 



 16 

建議事項 

在這次短暫數日的參加會議行程之後，對於日後醫院發展有幾項建議事項供參考： 

數位化兒童青少年糖尿病治療的臨床服務: 

數位醫療服務一直是目前院方推動的政策，從數位資料整合、臨床服務數位化、到醫

療科技研發與應用，這一塊可以看到再糖尿病照護已經慢慢磨合出數繪畫的照顧模

式，也是兒科在數位醫療發展最快速的領域，會議上所見聞的醫療科技進展也可以思

考如何移植到台灣的醫療場域，尤其是整合這些數位醫療科技，將是未來醫療趨勢，

隨著電子科技發達，也許發展適切於糖尿病照顧的 APP 軟體，有其臨床價值，值得機

構、醫院或者大學往這方面投資。 

 

培養年輕研究學者:  

就如我一直認為，年輕研究學者的養成對於機構、醫院、大學都是一項資產，慢慢自

己也逐漸不再年輕，可是願意孜孜卷卷地投入研究的後進卻不如想像的多，當然也與

現在醫生的薪資結構，和社會資源投入的多寡有關，尤其是小兒科幾乎是夕陽工業的

專科別，惡化情形更是雪上加霜，目前衛福部逐漸意識這件事情的嚴重性，願意投入

更多的社會資源在人才培養這區塊，成大醫院也許可以調整對於小兒科年輕研究人員

的輔導機制，除了實質薪資的補助之外，也有一些制度化的栽培計畫，吸引更多年輕

人對於兒童糖尿病醫療研究的投入，這除了提升醫院或者大學聲望的好處之外，也能

新陳代謝進一步更新台灣醫療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