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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圖賓根大學（Eberhard Karls University of Tübingen）心身醫學與心理治療部門

舉辦此次會議，聚焦於當前心身症的診斷與治療挑戰。會議涵蓋生物、心理、

社會因素如何共同造成心身症的疾病生成與延續。此外，會議也探討了全球心

理健康、更有效的心理治療策略、青少年及生命週期治療挑戰等議題。 

  臺大醫院總院與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之心身醫學團隊，近年來累積豐碩的研

究成果，因此共同組織一場專題演講，希望能將本土醫學研究與醫療經驗，向

其他國家的心身醫學專家分享，達到交流與促進合作之目的。我擔任會議中一

場關於身體化症狀疾患的社會因素的報告講者，基於本院醫療團隊實證研究及

臨床觀察，強調社會參與對於疾病管理的重要性，及社會經濟差距對於高齡病

患精神疾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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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與目的 

  國際心身醫學學會（ICPM）是一個致力於促進心身醫學知識與臨床實務的全

球性組織，每兩年舉辦一次年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參與。本屆會

議的主題為「心身醫學之進展與挑戰」，特別關注當前全球面臨的醫療健康挑

戰，如全球老齡化、疫情後遺症的心理社會影響等問題。 

  此次會議在德國圖賓根舉行，圖賓根不僅是德國的傳統大學城，也是醫學研

究的重要中心。圖賓根大學擁有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學術底蘊，特別是在心身

醫學與心理治療領域。該校的心身醫學部門近年來積極推動心身疾病的研究，

並與多個國際機構合作，開拓跨國研究項目。 

  本團隊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心身醫學領域主要研究與臨床實務

工作者，有責任掌握國際最前沿的研究與臨床成果，並將這些知識和經驗帶回

國內，以提升本院以及本土心身醫學的研究與治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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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一) 會前準備 

1. 詳細閱讀會議議程，準備會議所需之簡報及資料。 

2. 與國內外專家預約會議時間，討論合作與研究方向。 

 

(二) 會議期間 

1. 參加各專題演講與研討。 

2. 發表關於身體化症狀疾患的社會層面研究，強調跨學科治療的重要性。 

3. 與國際專家進行深入討論，探索未來合作機會。 

 

(三) 9/19 專題演講：探討文化背景如何影響心身醫學，介紹了過去幾年臺灣在

心身醫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四大主題： 

1. 身體化症狀疾患與功能性軀體症狀症候群的流行病學研究，涵蓋疾病盛

行率及其與醫療利用模式的相關性。 

2. 探討身體化症狀疾患的心理病理特徵，包括個性特質、生活品質，以及

一年追蹤的研究發現。 

3. 應用心身疾病研究診斷準則在臺灣的實踐，包括其在身體化症狀疾患分

型及與生物標記的關聯。 

4. 研究經濟狀況、社會互動與老年人身體症狀之間的關係。 

 

(四) 9/20-21 會議交流：聆聽多項專題報告，以深入了解國際心身醫學領域專家

的最新研究成果。重點包括： 

1. 「經濟狀況與身心症狀之間的相關性」 - 探討經濟壓力如何透過心理社

會機制影響身體健康，尤其是在低收入群體中的顯著影響。 

2. 「身體化症狀疾患的生物標記」 - 提出了最新的研究，試圖識別身體化

症狀疾患患者中可量化的生物標記，這些標記可能有助於未來更精確的

診斷與治療。 

3. 「心理壓力與身體健康的交互作用」 - 分析心理壓力如何通過生理途徑

影響身體健康，特別是心血管疾病與代謝症候群。 

4. 「文化差異對心身醫學的影響」 -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如何塑造對心身疾

病的認知與處理方式，並討論文化敏感性治療的重要性。 

5. 「年長成人的社會參與與心理健康的關係」 - 報告了一項涉及年長成人

的研究，指出社會參與程度與改善心理健康之間存在正向關聯。 

6. 「慢性病患者心身症狀的管理策略」 - 提供了針對慢性病患者如何更有

效管理其心身症狀的策略與介入方法。 

 

(五) 9/22-23 會後資訊整理與建立聯繫 



3 
 

本次會議與多位學者交流，包括 

Bernd Löwe: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d Psychotherapy,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 Hamburg, Germany. 

Anne Toussaint: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d Psychotherapy,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Hamburg-Eppendorf, Hamburg, Germany. 

Victor Pitron: Université Paris cité, Paris, France. 

Sebastian Kohlmann: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d Psychotherapy,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 Hamburg, Germany, and Department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and Psychosomatic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eidelberg, 

Heidelberg, Germany. 

 

行程表 

日期 活動 

9/15 飛機 

9/16 飛機/火車 

9/17 火車/個人會前籌備 

9/18 與雲林分院團隊會前會，簡報測試 

9/19 專題演講 Symposium 02: Psychosomatic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Taiwan 

9/20 會議交流  

9/21 會議交流 

9/22 火車/飛機 會後資料整理，與國外團隊建立後續聯繫 

9/23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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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此行不僅增廣見聞，也確立了未來研究與合作的基礎。建議國內心身醫學領

域可進一步強化國際合作，並將此次會議的學習成果轉化為臨床與教學實務的

改進依據。以本團隊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及國外學者的回饋，我有兩項建

議： 

(一) 增加可支配收入政策：政府應考慮提高老年人的退休金和社會福利，以增

強其經濟安全。高可支配收入與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直接相關，尤其能

降低抑鬱和認知衰退的風險。 

(二) 推廣社會參與計劃：鼓勵老年人參與更多的社區活動，如義工服務、文化

活動或體育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增加社交互動，還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和

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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