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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5 年亞太骨科醫學會（APOA）第 24 屆年會於 2025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在澳洲凱恩斯隆重

舉行。本屆年會集結來自世界各地骨科領域的重要學者與專家，聚焦於人工智慧、機器人輔

助手術及混合實境等創新技術的應用與未來發展。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積極組團參與，派出

數十位專家學者，並發表逾五十篇論文，成為除地主國澳洲之外，參與人數與論文發表數量

最多的國家，展現台灣在國際骨科醫學領域的重要地位與深厚實力。 

台灣優越的醫療水準、完善的會議設施及豐富的文化特色，獲得眾多國際友人及 APOA 理事

會成員的高度肯定與支持。未來，若能順利爭取主辦權，將有助於進一步鞏固台灣在亞太地

區骨科學術舞台的重要地位，並促進全球醫療知識的交流與合作。 

 

關鍵字：國際交流、人工智慧、機器人手術、骨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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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次參加 2025 年亞太骨科醫學會（APOA）年會，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掌握

骨科領域最新技術與趨勢，特別針對人工智慧、機器人手術及混合實境等創新應用進行深入

了解與學習。同時，藉由積極發表研究成果，展現我國骨科醫學實力，並與各國專家建立合

作關係，提升台灣在國際醫學界的能見度。此外，本次亦積極推動爭取 2027 年 APOA 年會於

台灣舉辦，藉此強化國際間之交流合作，拓展台灣於亞太地區之學術影響力。 

二、 過程 

    本次參加 2025 年亞太骨科醫學會（APOA）年會，多數台灣代表於 4 月 7 日晚間集合，

自台北出發，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前往澳洲布里斯本，並於當地轉乘國內班機抵達凱恩斯。在

啟程前，與來自台灣各大醫院的骨科專科醫師於機場合影留念(圖一)，象徵此次共同出席國際

盛會、攜手推展學術交流的重要意義。合照中展現了團結與士氣，也記錄了台灣骨科界凝聚

力量、共同邁向國際舞台的精神。旅途中，與各院所醫師們展開熱絡交流，彼此分享臨床經

驗、研究心得及對未來技術發展的看法，增進了跨院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意願。抵達凱恩斯後，

代表團隨即投入豐富的年會活動，包括專題演講、工作坊、案例討論及前沿技術展示。年會

主題涵蓋人工智慧、機器人手術與混合實境等創新領域，讓參與者能掌握全球骨科醫學的新

趨勢。此次行程除學術收穫外，亦積極推動與各國專家的交流，擴展台灣在國際骨科界的能

見度。同時，代表團也把握機會，積極推廣 2027 年 APOA 年會由台灣主辦的願景，為未來的

國際合作與台灣的國際地位奠定堅實基礎。 

 

▲圖一 李政鴻副院長(理事長)率領中榮團隊於登機口與前任骨科醫學會理事長詹益聖教授等

醫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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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中榮團隊抵達布里斯本等候轉機 

 

首先到學會註冊的地方，由於這是整個亞太地區的聯合骨科會議，參與人數眾多，他們採取

的是電腦掃描直接領取號碼牌，整個場地基本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工作人員，跟台灣相較，台

灣雖然也有類似的設備，但操作上較不容易，通常還是需要工作人員在旁協助，在這方面， 

APOA 的設備顯著較為簡便，且學會相關訊息包括 wifi 密碼等等，都在一個區域，讓與會者

很容易獲取所需資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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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是綜合性的學會，我主要還是針對脊椎部分的講座參與，包括 AI 及機器人手術的應

用，以及脊椎變形的預測等等議題，都讓我獲益良多。▼(圖示) 

 
 

由於本次會議參加的主要任務是爭取 2027 年 APOA 在台灣的主辦權，因此很多台灣的醫師都

有參與，而且是在台灣骨科的各個領域，不局限於脊椎，這讓我有很好的機會去認識新的朋

友，擴展人脈，也和很多國際友人見面，以及認識了很多著名學者，這是比學習新知更大的

收穫。▼(圖示)馬來西亞脊椎側彎大師 Prof. KWAN MUN K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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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團隊大合照 

 

三、 心得 

  本次參加 2025 年亞太骨科醫學會（APOA）年會，為我帶來極具啟發性的國際學術交

流經驗。大會邀集來自全球各地的骨科專家與臨床醫師，主題涵蓋當前最受矚目的創新

技術，特別聚焦於人工智慧（AI）、機器人手術（robotic-assisted surgery）、以及混合實境

（mixed reality）於骨科臨床之應用與發展，內容豐富，極具前瞻性。 

 

  人工智慧方面，會中多位專家分享其在骨折診斷、脊椎排列分析、以及關節置換術前

規劃中的應用。AI 技術透過深度學習演算法分析影像資料，可提升病灶辨識速度與精確

度，尤其在大量資料處理、複雜案例分類及決策支持系統建構中展現高度潛力。會議中

亦提及 AI 結合臨床大數據進行預後評估、個別化治療建議的實例，讓我深刻體會 AI 未

來在骨科臨床流程中所扮演的輔助角色。 

 

  機器人輔助手術則已廣泛應用於髖膝關節置換與脊椎手術，會中實例顯示，其可有效

提升手術精度、降低誤差與人為變異。許多演講者透過實際病例展示機械臂在術中精準

切割骨頭、即時調整植入物定位的功能，並進一步討論其與術前 3D 規劃軟體的整合，對

提高手術成功率與病人滿意度皆具正面效益。 

 

  混合實境技術（MR）亦在會中受到高度關注。透過 AR 與 VR 的整合，醫師可在術前

建立病患個別三維模型、模擬手術路徑，提升教學與溝通效率。會中亦介紹 MR 於骨盆

與脊柱手術中的術中導航輔助功能，能讓醫師在佩戴裝置的同時，以直覺方式掌握病灶

結構，提升複雜手術的安全性與精準度，未來可望在住院醫師訓練及遠距手術協作中發

揮更大價值。 

 

  除了學術內容的收穫外，此行亦加深與台灣各醫療機構之間的交流。與會代表們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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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前即於機場合影留念，象徵共同出席國際盛會、攜手推動學術交流的重要意義。無論

在會場內外，皆與各院所同仁進行深入對話，彼此分享臨床經驗與研究方向，並探討未

來合作的可能性，建立起跨院人脈與團隊默契。年會期間，我亦有幸參與推廣 2027 年

APOA 年會由台灣主辦的倡議。台灣在醫療品質、醫師素質與會議接待能力方面皆具備

堅強優勢，透過此次與國際代表的互動，可感受到來自多方的支持與肯定。我深信，若

能成功爭取主辦，將不僅提升我國國際形象，更有助於促進亞太地區骨科學術交流。 

 

  綜上所述，此次參與 APOA 年會，不僅增進了我對骨科前沿技術的理解與應用視野，

也讓我重新思考自身在臨床實務與國際學術網絡中的角色與責任。未來，我將持續精進

醫學專業，積極參與國際會議與研究合作，為推動台灣骨科醫學走向國際舞台貢獻一己

之力。 

四、 建議事項 

這次參與澳洲的 APOA 年會，首先還是感謝院內長官的支持。由於行政院的補助，在經費的

部分核定較充足的預算，足以支應大部分的費用，讓我有機會可以了解目前骨科領域最先進

的一些研究及結識眾多的優秀學者。 

 

對於參與這一次的會議，職有幾點建議： 

(一)設立中英文雙語簡報與導覽機制: 本次澳洲會議全程以英文進行，內容豐富但語速快、術

語多。未來在國內主辦時，建議安排口譯協助或提供中英文簡報摘要，降低語言進入障

礙。 

(二)提前建立跨院學術聯盟共同參與: 台灣代表多來自不同醫院，會中彼此交流熱絡。建議未

來參與或主辦國際會議前，可事先整合國內相關研究團隊，強化團體形象並共同發表主

題。 

(三)主動接觸國際學會與講者，建立學術人脈: 會議期間，許多國際講者樂於交流。我們會前

有安排「臺灣之夜」等官方交流場合，將有助與國際學會建立更密切合作關係。這可以

為我們未來參與或舉辦國際會議的借鏡。 

(四)注重會場動線與分場安排效率: 本次澳洲會場設計合理，動線明確，會場間移動便捷。建

議未來主辦時，亦應重視分場動線設計與現場標示清晰度，避免混淆。 

(五)鼓勵年輕醫師參與國際發表與交流: 這次國際會議，有很多來自其他醫院的住院醫師或

PGY 參與，我們要多鼓勵訓練中的醫師參與國際會議，鼓勵投稿及國際發表。透過年輕

世代的參與，強化台灣在國際學術舞台的接續力與創新力。 

 

以上幾點建議給未來舉辦國際醫學會及科內的同仁參考。 

五、 附錄 

參加及報告證明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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