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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受日本皮膚科醫學會中部支會會長森田明理(Akimich Morita)教授（名古屋市立大學皮

膚科教授）的邀請，我前往日本名古屋參加「第 75 回日本皮膚科學會中部支部學術大

會」，主要目的包括擔任大會講者、參加會議晚宴並與日本及其他國家皮膚科專家進行學

術交流。此次發表的主題是針對臺灣異位性皮膚炎的分子表現及治療反應分型，這項研究

強調以精準醫學角度分析臺灣族群在臨床與治療分型中的特異性。會議期間，除親自上臺

演講外，也得以深入了解日本在發炎性皮膚病最新的醫學研究成果，並透過與國際同儕的

交流開拓視野，汲取豐富的研究見解和臨床實際經驗。 

會議的安排專業且井然有序，分主題演講與研討，使與會者能集中參與感興趣的議

程，豐富學術內容增進了我對不同領域的了解。此外，演講後的熱烈討論不僅展現了會議

的學術深度，也促進了學術交流與未來的國際合作機會。此行深刻體會到跨國合作的重要

性，並建議臺灣在學術交流上增加投入，不僅促進國內皮膚科學研究水準提升，更能增進

國際能見度，強化國際合作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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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文 

 

一、目的： 

應日本皮膚科醫學會中部支會會長森田明理(Akimich Morita)教授（名古屋市立大學皮

膚科教授）的盛情邀請，本次前往日本名古屋，參加「第 75 回日本皮膚科學會中部支部

學術大會」，主要目的如下： 

1、擔任大會講者，演講題目為「臺灣異位性皮膚炎的特異分子標記及治療反應分析

(Distinct molecular signatures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s of Taiwanese atopic dermatitis)」，分享臺

灣族群異位性皮膚炎的特異分子表現，並探討精準醫療治療模式在此族群中的療效。 

2、出席大會晚宴，與來自日本及其他國家皮膚科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度交流，探

索未來學術合作的潛在可能。此次會議不僅吸引了眾多日本本地的學者教授，也有來自其

他國家的權威專家參加。晚宴提供了互相交流意見、拓展國際視野的良好機會。 

3、學習日本皮膚科學界在發炎性皮膚病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與臨床實踐，將日本這

個鄰近的先進國家在此領域的經驗與臺灣現況作比較分析，期望以此提升我國在此領域的

專業水準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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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日本皮膚科醫學會（Japanese Dermatological Association, JDA）是日本全國最大的皮膚

科專業組織，擁有廣泛的會員分布，並細分為多個分會。此次受邀參加的是 JDA 的中部

支會年會，該年會於 2024 年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名古屋市的名古屋 Nagoya Marriott 

Associa Hotel 舉行。會場交通便捷，從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可以直接搭乘名鐵快速抵達，

為來自國外的講者與與會者提供極大便利。會場設施完善，演講廳明亮舒適，動線安排清

晰，為會議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會議議程安排豐富，涵蓋大會主題演講及各個專題研討會，內容多元，包含學術回顧

和最新臨床應用的更新。我擔任第八主題廳的主要講者（Keynote Speaker），演講主題為

異位性皮膚炎，其他當地講者則多專注於接觸性皮膚炎，分享臨床個案、診斷技巧及治療

經驗。儘管議程主題廣泛且豐富，但在精心安排下，與會者能輕鬆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專題

進行參與。此外，會場旁設有展覽區，藥廠及保養品品牌展示最新產品及技術創新，讓皮

膚科專業人士更深入了解這些產品的臨床應用。 

會議期間，我從臺灣搭機抵達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步行至會場飯店方便參加會議。

會期為兩天，並包含會前晚宴。在大會主題演講之外，我還參加了其他學者的專題討論，

並與來自各國的與會者進行交流，尤其會長森田明理教授親臨我的演講現場，提供寶貴建

議並與我討論研究成果，讓此次參會更具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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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此次會議以繼續教育為主軸，議程中包含多項臨床診療的最新指引與治療更新。主辦

會長森田教授因具備廣泛的國際視野，特別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開場主題演講，涵蓋

基礎研究、新興療法及藥物，令基層臨床醫師能掌握最新研究趨勢，縮短基礎研究與臨床

應用間的距離，形成學術與臨床的高度融合。 

特別是在過去十年，針對發炎性疾病的免疫藥物發展及大數據基因組技術的成熟，讓

原本遙不可及的研究成果能迅速轉化為臨床應用，極具啟發性。我在演講中分享了亞洲型

異位性皮膚炎的特異性，並強調以治療反應分型的治療型態學（therapeutic phenotype）觀

念，引起了與會者的廣泛共鳴。整體而言，口頭報告順利，會後獲得了熱烈提問及深度討

論。這些互動不僅促進觀點交流，也為未來國際合作奠定基礎。會議中最吸引我的是發炎

性皮膚病的轉錄體分析進展，期待未來能更加熟悉此分子研究領域，並將成果應用於臨

床，促進該領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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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此次會議強化了學術交流的重要性。透過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參會者開拓了學術視

野，也收穫了豐富的研究技巧和策略，更增進了跨國合作的機會。建議臺灣未來能在學術

會議上增加資源投入，尤其應舉辦類似規模的學術活動，無論是國內或國際會議，都應注

入更具潛力的專題，為國內外學者提供高品質的交流平臺。如此不僅有助於提升臺灣在國

際學術社群中的地位與影響力，也將有效促進我國皮膚科學整體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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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圖一 

會議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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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會場晚宴會場一隅。 

 

圖三 

演講廳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