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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消化疾病周（Digestive Disease Week, DDW）是全球最具權威的消化醫學年度盛會，

由美國胃腸病學會（AGA）、內視鏡學會（ASGE）、肝病研究學會（AASLD）與胃腸外科學會（SSAT）

共同主辦。每年吸引上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師、學者與產業專家參與，分享最新研究與臨床

進展。會議內容涵蓋胃腸、肝膽胰疾病、微生物菌相、精準醫療及人工智慧等領域，並透過研

究發表、專題演講、臨床工作坊與科技展覽促進國際交流與醫療創新。本人首次參與，深感此

會議對推動消化醫學發展的重要性。此次亦發表本人在膽胰管內視鏡診療的研究成果，並與來

自各國的專家深入交流。這段經歷不僅拓展視野，也激勵我在專業領域持續精進，期盼未來有

更多貢獻與參與機會。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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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主要目的是掌握消化醫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與臨床進展，提升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透過聆

聽國際專家演講、參與學術發表與實作課程，能拓展臨床視野、激發研究靈感，同時也有機會

與全球學者建立交流合作，促進專業成長與國際接軌。 

二、過程 

2025/05/03會議第一天 

上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人工智慧在胰膽和前腸疾病的未來可能性；2.內視鏡超音波在腫瘤

治療中的角色；3.總結與臨床回顧 2025年改變實務的高影響力研究論文；4.對於非分化不良

型巴雷特食道是否採「觀望」的思維模式。 

下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胃腸病學液體活檢：癌症檢測的新境界；2.胰臟癌的風險因素、生

物學、診斷和臨床治療；3.治療性內視鏡超音波塑造胃腸道腫瘤學的未來；4.內視鏡超音波肝

病學：鞏固現有診療基礎，展望未來發展；5.探索 IgG4相關疾病的新治療方法。 

2025/05/04會議第二天 

上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減重手術在新型抗肥胖藥物時代的作用；2.治療肝細胞癌的新興臨

床和轉錄醫學方法。 

下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突破提升逆行性膽胰管鏡診療術的水平，實現卓越療效；2.肝內視

鏡超音波科：一站式肝臟診所。 

2025/05/05會議第三天 

上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內視鏡技術在胰臟囊性腫瘤診斷與治療的應用；2.胰膽內視鏡的創

新與更新；3. 診斷及治療性內視鏡超音波的進化與進階應用；4.你比你的導師更聰明嗎？胰

臟囊性腫瘤的治療。 

下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治療急性胰臟炎的最佳技巧；2.小腸大腸超音波實作演示工作坊；

3.逆行性膽胰管鏡診療術：新手與專家會談。 

2025/05/06會議第四天 

上午參加會議主題如下：1.AGA-CSG急性胰臟炎聯合會議：轉錄醫學與臨床醫學的新觀點；2.

胰臟炎和胰臟癌：發炎、纖維化和免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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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研究論文發表如下： 

題目：彎曲與直線 0.025英吋導線在膽道插管的應用：一項單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 

背景與目的：導線輔助膽管插管已被證實可提高成功率，並降低內視鏡逆行性胰膽管攝影術後

胰臟炎的風險。導絲粗細似乎不會影響臨床結果，但導線尖端形狀的影響尚未被研究。本研究

旨在比較彎曲和直線導線在膽管插管成功率的表現。 

方法：自 2022年 1月至 2024年 11月，在本院進行了一項前瞻性隨機試驗。我們納入了乳突

完整且解剖結構正常的患者，接受了使用括約肌切開器和 0.025英寸導線進行選擇性膽道插

管。患者被隨機分配至彎曲導線組或直線導線組。主要結局指標是插管成功率。次要結局指標

包括插管成功時間、插管嘗試次數、胰導線通過率、術後胰臟炎發生率。 

結果：共 113例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彎曲導線組（n = 56）和直線導線組（n = 57）。彎曲導

線和直線導線的插管成功率分別為 98.2%（55/56）和 96.5%（55/57）（P=1.00）。對於成功插

管的患者，彎曲導線組的中位插管時間短於直線導線組（69秒 vs 188秒，P=0.04）。 彎曲導

線組和直線導線組的中位數插管嘗試次數（2次 vs 5次，P=0.08）、胰導絲通過率（30.9%vs 

34.5%，P=0.84）和術後胰臟炎發生率（7.3%vs 7.3%，P=1.00）均無顯著差異。 

結論：0.025 英吋彎曲導線可能有助於逆行性膽胰管鏡膽道插管。 

三、心得及建議 

1.人工智慧（AI）在胃腸肝膽科的應用日益成熟，特別是在影像判讀、疾病預測與個人化醫療     

  等方面展現高度潛力，這部分的研發應用甚至可能帶來潛在的商業價值，本科目前至今在此 

  領域仍未有任何發展，應考慮努力開創此部分研究發展的進行，建議透過醫院媒合相關資工 

  人才與本科醫師合作推動。 

2.內視鏡超音波診療技術有許多的創新應用發展，包括肝臟彈性硬度檢測、肝硬化門靜脈壓檢 

  測、胰臟腫瘤局部電燒治療、胰臟腫瘤 AI影像診斷等，然而這些創新應用有很大程度仰賴 

  進步的儀器設備才能進行，目前醫院已同意本科採購最新的內視鏡超音波主機，這對於我們 

  無疑是很大的幫忙，相信我們在此領域定能逐漸與世界並駕齊驅，提供病患最新的診療技術 

  服務，此外，部分創新技術如：胰臟腫瘤局部電燒治療，需要醫師有純熟及足夠的操作經驗， 

  建議可派員至國外知名中心接受短期培訓，相信更能掌握並孰悉最新技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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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逆行性膽胰管鏡診療技術發展已成熟穩定，提高診療品質及減低併發症仍是目前的重點，會  

  中許多研究學者專家團隊皆提出許多的觀點及方法，高榮內視鏡膽胰道介入治療團隊在這部 

  分一直是全台各醫院的重點學習標竿及指標中心，本科過去也曾在 2022年獲得 SNQ國家品  

  質標章認證，此次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有助於診療品質的提升，發表會當天有許多醫師 

  前來詢問、討論、及肯定，並給予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期許本科團隊能繼續努力。 

4.精準醫療已成為癌症治療的核心方向，隨著基因科技與 AI輔助分析的發展，透過基因測與 

  分子診斷，可以了解腫瘤的特定突變或生物標記，進而選擇最適合的標靶治療或免疫療法， 

  這不僅提高療效，也避免不必要的藥物使用與治療延誤。本科相關之癌症疾病都是目前國內 

  十大癌症死亡原因，如肝和肝內膽管癌、大腸直腸癌、胰臟癌、胃癌及食道癌，必定會是政 

  府衛生政策重點目標，本院部科應積極培植此類跨領域人才，或者建請醫院媒合及資助相關 

  領域的生醫研究人員主動積極與本科醫師長期密切合作，以期能在這個領域不落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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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會議第一天議程 

 

 

▲會議第二、三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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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四天議程 

 

 
▲線上研究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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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發表海報 

 

▲研究論文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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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會看板同框 

 

▲與日本琦玉醫科大學國際醫療中心消化器內視鏡科的谷坂醫師及其研究論文海報合影，2019  

年職曾到日本短期進修，期間由谷坂醫師負責接待，我們相約要再到彼此的醫院參訪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