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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腫瘤醫學會年度會議，由日本各大城市及醫院輪流舉辦，已經舉辦過

21 界，今年第 22 界由 Tokushima University 在名古屋會議中心舉辦，大會主席為

Tetsuji Takayama, M.D.,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Oncology, 

Tokushi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本次會議有 6800 多個

相關人員參加大會。晚輩從事頭頸癌的基礎及臨床研究，今年再次投稿於本國際

會議，也親自出席參與論文海報展示，報告主題為" Tobacco-free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isk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in Taiwan (探討台灣嚼食檳榔和頭頸癌之相關性)"，

在台灣，頭頸癌發生率居高不下，常發生在低社經地位的中年男生國人身上，低

社經地位國人，常常連帶有菸、酒、檳榔接觸史。其中又以嚼食檳榔和口腔癌的

產生有高度相關。而本研究發現，目前正在嚼食檳榔的個案，比不吃檳榔的人，

會增加 6.2 倍的頭頸癌發生率，嚼食檳榔的量及接觸的時間和頭頸癌的產生有高

度相關，每戒除一年檳榔，會降低 2.4%的頭頸癌發生率，但是即使戒除檳榔 20

年後，其罹患頭頸癌的機率依然高於從未接觸檳榔的個案。與會的外國學者針對

台灣頭頸癌的高發生率及國人愛嚼食檳榔的習慣百思不解及充滿興趣。我只能和

外國參與者解釋，嚼食檳榔是一種文化習慣及傳承，是西太平洋島國幾百年來的

特殊社會風俗民情，就好像西方國家喜歡抽菸一樣，沒有對或錯，欣聞國健署即

將納管檳榔販售及國人接觸管道，希望本篇研究能提供相關數據，給決策者作為

檳榔防制及預防頭頸癌的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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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台灣頭頸癌病患好發於中壯年男性身上，他們通常教育程度比較低，沒有病識

感，喜好抽菸、喝酒及嚼食檳榔，也容易受同裁影響而接觸不良行為，這些人是

一個家庭的重要支柱及經濟來源，也較常從事低下階層或是勞動力密集工作，也

就是俗稱的藍領工人，上有年邁父母親，下有強褓中幼兒及就學中的子女，不幸

的是，罹患頭頸癌後，必須長期接受相關治療，進而會影響或是中斷工作及減少

收入，且手術後不可避免會產生顏面外觀醜型和語言溝通困難及吞嚥障礙，因而

導致社交障礙及就業困難，亦或是需要長期管灌餵食及專人看護，這些頭頸癌病

人本身社經地位及教育程度就比一般人低，工作及收入皆不穩定，罹癌後家庭頓

失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因而連帶影響子女接受教育的機會，致使低社經地位及低

教育程度和罹患頭頸癌在這些家庭中無限輪迴。 

  然而在台灣嚼食檳榔和頭頸癌的關聯性到底為何，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一致結論，

因此晚輩及成大醫院蕭振仁教授和相關團隊，都致力於找出嚼食檳榔和台灣頭頸

癌的相關性，本團隊的相關研究成果，剛好符合這個議題，於是樂於分享新知給

頭頸癌的研究同好，也希望能提供台灣衛生決策者有關檳榔防治的有效立論依

據。 

  日本腫瘤學學會(Japanese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 JSMO)為歐洲腫瘤學學會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的一個分支，為日本最大的腫瘤學相

關醫學組織，JSMO每年皆會由日本各大城市及醫院輪流舉辦國際研討會，而 2025

年醫學會年會將於神戶市舉辦，於是決定參加會議並投稿論文(圖一)且被接受為

論文海報展示(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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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論文接受函 

 

 

圖二 大會論文海報展示時間和地點 

 

 

 

 

 

 

 

 

二、 過程 

⚫ 2025 JSMO Annual Meeting 2025 日本腫瘤學年度會議一覽 

  除了圖一及圖二所顯示的摘要投稿及論文接受函的高效率及網站介面使用極

其方便和人性化之外，很多會議細節及行前準備，如同去年主辦的會議公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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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無微不至且面面俱到。如圖三所示，註冊完成後會收到內含 QR code (圖四)

的報到資訊，會議當天於報到櫃台掃描後(圖五)，就會拿到個人名牌、提袋及會

議資訊。報到櫃檯完全自助，自己裝識別證吊牌、拿會議紙本且沒有贈送任何紀

念品。 

圖三 註冊及報到資訊                      

 

 

           

 

 

 

 

 

 

圖四 QR code 報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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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自助報到櫃台 

 

 

除此之外，主辦單位也儘量無紙化，繳費收據(圖六)及出席証明(圖七)皆是電子

檔，由網站下載 。 

圖六繳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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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出席證明 

  

如同去年一樣，所有與會日本學者都忙於寄放行李及懸掛外套，顯示出日本人非

常重視儀態及生活自律(圖八) 

圖八寄放行李及外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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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櫃檯旁會擺滿最近一二年要舉辦的醫學會議資訊，體現出日本對各種會議的

重視及提前準備。(圖九) 

 

而再次令我大開眼界的是，所有午餐演講必須要事先登記，在會議室門口憑票入

場才有餐點可以使用，沒票的人，須等到有人沒出席時，才有飯吃。(圖十) 

圖十 擺盤漂亮，價格不斐，但冷冰冰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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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內容及討論 

  本次報告為壁報展示，出發前在煩惱要攜帶海報桶出國與否，幸好同仁建議有

布料海報可以製做，方便收納及容易攜帶。但布質海報維一的缺點是容易有摺痕

產生，比較不美觀。(圖十一) 

圖十一 海報前自拍 摺痕非常明顯 

 

 

本次會議包含人類所有癌症的基礎研究及相關臨床治療，討論議題非常廣泛，其

中有一個會議主題為腫瘤藥物研發，內容不必細講，其中比較特別的情況為，日

本主持人用英文詢問日本演講者問題時，演講者支支吾吾英日文夾雜，最後竟然

和主持人以日文對答起來，令台下的聽眾一頭霧水，頭上三條線，最後演講者竟

然講了一句 thank you 就倉然下台。 

我所報告的題目為" Tobacco-free betel quid chewing and risk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in Taiwan "(圖十二)，報告內容在此不必細講，在海報展示及報告期間有位歐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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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對我的報告內容非常有興趣，一直詢問問題，也有興趣來參加 2025 年 6 月由

成大舉辦的頭頸腫瘤會議，我問她是哪一科醫師，她竟然回答我是medical adviser ，

給我的名片是位在韓國的公司，當下我都產生疑問，是否遇到詐騙集團。(圖十

三) 

圖十二 海報完整內容 

 

圖十三 自稱是 medical adviser 的歐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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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唯一的缺點為，海報展示區沒有工作人員可以詢問及協助張貼海報，海

報大家的貼法不一，高低不同(圖十四)。或是根本沒貼(圖十五)或是沒統一規格

製作海報(圖十六)。 

圖十四 海報張貼高度不同 

 

 

圖十五 海報沒張貼 

 

 

海報沒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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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用 A4 紙列印拼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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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參加 2025 JSMO 的會議，讓我體會日本人在整個會議過程的用心及對於細節的

執著，也體現他們對環保會議的完全實踐，不贈送會議紀念品，再加上捷運就在

會議中心旁，更加完備了節能減碳的效果，午餐事先登記，更容易掌握餐盒數量，

不會有過量餐食及剩菜。然"追求完美，近乎苛求"的態度，竟然在海報展區出現

破口，昨實令我驚訝。 但是，加強英文口語及表達能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圖

十七) 

圖十七台灣人開的診所 英文、國、台語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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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1. 頭頸癌發生率居高不下且和嚼食檳榔有高度相關，檳榔防治刻不容緩，本研

究提供了一些臨床數據可供參考。 

2. 如同去年所提議，抽菸、喝酒及嚼檳榔是引發台灣頭頸癌的高風險因子，販

賣菸、酒已經課稅了，也提供了衛生健康捐給社會大眾，販賣檳榔要不要課

稅或是禁止摘種及販售，該是衛生主管機關認真討論及下猛藥的時刻了。 

3. 日本人對於會議舉辦的態度和觀念及環保實踐，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4. 英文口說能力應該多多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