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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5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由越南義安省綜合醫院與白梅醫院於越南義安省榮市舉辦「2025

年越南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聚焦於心臟病學、內分泌學、介入性放射學、急診與加護

醫學、神經學、中風，以及其他相關領域。 

本次活動為一個寶貴的平台，促進國際合作，更新醫療與醫院管理領域的最新進展，並

推動公平合作與深入的技術支持。研討會為全球各地的醫院、企業與醫療組，織創造眾多交

流機會，最終提升醫療品質並促進技術向基層醫療機構轉移為目標。 

本次會議，本人與神經醫學部周啟庠主任共同前往，並於大會中發表演講，題目為臺中

榮民總醫院急診-分秒搶救生命，介紹臺灣急診醫學的發展，尤其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的特

色、作為與使命。 

 

關鍵字： 2025 年越南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2025）、臺中榮民總醫

院（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急診醫學（Emergenc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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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越南白梅醫院（Bach Mai Hospital）與義安綜合醫院（Nghe An General Hospital），共同舉辦 2025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2025），大會會議日期為 2025 年 5 月 16

日至 2025 年 5 月 17 日，地點為越南義安省榮市（Vinh City, Nghe An Province）。大會邀請亞洲、

美洲與歐洲等國家參加。臺中榮總與越南的醫院一直有交流，也獲邀請參加。我有幸代表醫

院參加，並擔任講者之一，發表專題演講，題目為：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分秒搶救生命（Saving 

Lives in Seconds–Emergency Medicine at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此次會議與來自越

南、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美國及歐洲等多國的醫師進行學術交流與討論。透過專題

演講、臨床案例分享，深入了解越南及其他國家在急重症照護、中風處理與介入治療等領域

的臨床實務與挑戰。本次會議旨在強化國際醫療合作、提升臨床技術與醫院管理效能，並促

進醫療科技向基層機構的延伸。 

二、 過程 

    本次演講介紹臺灣急診醫療體系，以處理病人的能力，將急救責任醫院區分為重度級、

中度級及一般級，提供普及且高效的急診照護。臺中榮總急診部，擁有跨領域急診團隊與高

度專業人員配合，同時有機械式 CPR、影像輔助喉頭鏡、骨內注射等關鍵急救技術廣泛應用，

對於時間關鍵性疾病，如到院前死亡（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急性腦中風、急

性心肌梗塞（AMI）、重度嚴重外傷等急重症患者，展現臺灣到院前緊急醫療與急診醫療密切

結合與科技應用成果，啟動快速反應機制以及一條龍照護模式。依靠與到院前與緊急醫療救

護系統（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MS）密切結合，由 AI 判讀 ECG 並結合 LINE 通訊與雲

端傳送，縮短心肌梗塞病人送醫決策時間。同時介紹本院導入 AI 智慧醫療與遠距系統的應用

成果，支援偏鄉緊急照護，強化院際間即時影像與生理資訊互通。與會者對於我院在急診流

程效率、品質管控及跨科整合模式表示高度興趣與肯定。 

    這次會議不僅是與來自各國的醫療專業人員進行經驗交流的寶貴機會，更是臺中榮總醫

療量能、科技應用與制度經驗展現的重要國際展示舞台。 

 

三、 心得 

  越南主辦單位很用心，從我們出發之前，就與本院國際醫療中心保持密切聯繫，主動

提供完整的大會訊息。到達越南時，派了一位能說一口流利英文的接待人員全程幫忙，在接

機、交通、住宿與飲食的安排，提供了很貼心的服務。越南國際化的程度不高，大部分的招

牌、文件及說明都只有越南文，如果沒有翻譯，會很不方便。 

跟許多非英語系國家舉辦國際研討會所面臨到的共同的困擾一樣，雖然是國際研討會，

但大部分參加的人員都是國內的人員。因為英語不是大家的母語，有時在表達方面就不是那

麼精準。只有在開幕時，有透過耳機將講者的內容，即時翻譯，照顧到少數參加的外國人，

大部分的演講，越南演講者都選擇以他們熟悉的越南語來演講，甚至簡報內容都是以越南語

而不是英文來呈現，雖然照顧到大部分越南的聽眾，但台下少數外國人跟本聽不懂、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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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影響了理解的能力。國外的講者，雖然都是用英文來發表，但大部分越南人，英文程度

沒有很好，也都影響理解與吸收的結果。 

此次會議涵蓋心臟醫學、內分泌、神經科學、放射介入與急重症醫學等領域，主題多元

且聚焦於實務經驗與科技應用的分享。來自世界各個國家，也都展現出高度投入與創新精神。 

多場演講著重於實務經驗與臨床成果的分享，學術的交流深入且實用。東南亞等發展中

國家，包括越南，醫療院所已開始建置區域性急性腦中風或心肌梗塞（AMI）網絡，與臺灣

的經驗可互相學習與對接。越南在近年來也大力推動智慧醫療，包含遠距醫療、人工智慧（AI）

醫療的試行應用。多位演講者強調醫病共享決策、以病人為中心的急診照護精神，與本院理

念不謀而合。 

本次會議提供了與多國醫院建立合作關係的機會，未來可望進行更多雙邊或多邊的臨床

研究與醫師交流計畫，例如人才培訓、遠距醫療合作或技術轉移。 

    臺灣急診醫療具備國際展示價值，臺灣急診醫療在系統化流程、人力調度與科技應用方

面，已達到國際一流水準，具備成為他國學習標竿的潛力。許多與會醫師主動詢問我院如何

整合跨單位資源、如何與到院前緊急醫療救護系統，臺灣的醫療具高度實用性與複製可能。 

    多場主題演講及交流活動涵蓋越南及周邊國家的急診困境與創新策略，如資源有限地區

的遠距會診模式、到院前緊急醫療救護系統的建立與優化，人員的訓練，皆為臺灣未來醫療

外交與國際援助提供具體參考。 

  感謝院方給予本次出席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機會代表臺灣參與

此類的國際會議，拓展臺灣醫療影響力。 

四、建議事項 

(一) 能夠順利參加這次國際會議，本院國際醫療中心，從事前的聯繫以及會議期間所有事務

的掌握，都給予相當大的協助。有了這樣的窗口，不論是同仁要出國，或是國外人士要

來本院，提供了一個很好方便的服務。以後或許可以將中心的功能擴大，積極建立更多

的國際聯繫窗口，提供同仁方便的出國訊息。 

(二) 強化國際簡報與醫學英文訓練：不少國際講者即使內容豐富，因語言表達能力受限而無

法有效傳達。跨文化簡報與溝通技巧很重要，在演講過程中，如何用清晰的英語呈現複

雜醫療流程，如何用圖像化資料強化理解，以及如何在 Q&A 即時回應，是提升國際舞台

表現的關鍵。本院可針對有意代表參與國際研討會之人員，持續提供簡報技巧與英文溝

通課程，使他們能更具信心地分享台灣醫療成果，強化國際發聲能力，未來在國際舞台

上將更具發言權與代表性。 

(三) 使用科技產品降低語言隔閡障礙：隨者科技的進步與 AI 模型的發展，已經有許多裝置與

APP 可以做到即時翻譯的功能，未來甚至有智慧眼鏡的問世，可以將所看到的即時翻譯，

就可以大大降低語言的隔閡，增加吸收的效果。 

(四) 持續積極參加國際會議：此次參與國際會議不僅拓展了醫療視野，也強化了臺中榮總作

為世界級的醫學中心國際連結能力。建議日後能持續鼓勵醫師參與此類國際交流活動，

並可考慮與越南當地醫院進一步建立技術支援與人才交流合作模式，提升臺灣醫療的國

際能見度與影響力。深化與越南地區醫療機構的技術合作，包含教育訓練、臨床指引制

定。越南多家醫院表達出對台灣在到院前救護、急診醫學、遠距醫療等領域的高度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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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希望能派員來台見習，建議本院可規劃國際觀摩與交換計畫，強化臺灣醫療軟實力，

依靠整合式服務模式，逐步建立臺灣醫療在東南亞的品牌形象與信任度，擴大智慧醫療

國際輸出。 

五、 附錄 

（一）會議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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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手冊內容 

 

（三）會議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