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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很榮幸獲得民國 105 年度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獎助金補助，並

於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至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期間赴日本京都大學附屬醫院放

射線部短期進修。京都大學附屬醫院在婦女醫學方面享有高度國際知名度，其放

射線部主任 Kaori Togashi 教授在婦產科相關核磁共振影像上投注了近30年的精

神，為此領域的先驅，並榮獲多個重要國際放射線學會的榮譽會員。 

此次在京都大學放射線部的學習目標即放在婦女骨盆腔核磁共振影像判讀

及應用，並觀摩腹部相關介入性檢查及治療，期能熟悉基本影像，增加影像判讀

的能力，並了解國際趨勢。 

 

關鍵字：京都大學附屬醫院、核磁共振、骨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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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赴日本京都大學附屬醫院放射線部短期進修，針對婦女骨盆腔核磁共振影像

判讀及應用方面，並觀摩腹部相關介入性檢查及治療，期能熟悉基本影像，增加

影像判讀的能力、了解國際趨勢。 
 

過程： 
很高興榮獲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發展基金會 105 年度短期進修獎金，讓我能有

機會至日本京都大學附屬醫院放射線部學習。感謝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發展基金會

除了在交通及住宿費用上給予補助外，行前也針對日本關西地區提供生活上的建

議，讓我在進修的一個月期間一切順利。  
行前一年就在本部介入性診療科沈書慧主任的協助下和日本京都大學附屬

醫院放射線部主任 Kaori Togashi 教授及婦女影像科 Aki Kido 教授取得聯繫，

獲得同意於今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1 日期間赴日進行短期進修。  
京都大學附属病院是為一歷史悠久的醫院，前身是設立於 1899 年的京都帝

国大学医科大学附属病院。醫院病床數共 1121 床、醫師 782 人、護理師 1052
人、藥劑師 67 人，規模與體制如同台灣之國立大學附設醫院，集研究、教學與

臨床診療於一體。放射線部的 Kaori Togashi 教授在婦產科相關核磁共振影像上

投注了近 30 年的精神，為此領域的先驅，並榮獲多個重要國際放射線學會的榮

譽會員。Aki Kido 教授在婦女骨盆腔核磁共振領域亦有許多科學著作，目前在

京都大學附屬醫院領導數位主治醫師及臨床博士生。 
我在京都大學附屬醫院期間觀摩內容包括疾病的診斷、病人的處置及後續追

蹤、甚至介入性放射醫學相關的微創技術以治療疾病、延續生命並提升生活品質。

日本的科技發達，京都大學附屬醫院雖然是一所百年以上的老醫院，在醫學及放

射資訊上仍能走在時代的先端，其中和放射線部較相關的是病人動態及影像傳輸

上。病人動態顯示：門診病人一旦在抵達醫院報到後，其於醫院內的所有動態，

包括目前所在位置、正在進行的檢查、報到時間、排檢時間、等候時間等等均可

以在院內系統上得知。精確掌握病人動態，除了維護病人安全外，進一步可以適

時根據病人動態調整檢查項目及安排順序，減少很多因為候檢時間長所產生的糾

紛，提升醫院整體服務品質及醫護工作效率。 
另外在放射線部日常工作上影響醫師製發報告的流暢度及效率上非常重要

的是影像傳輸速度。我在京都大學附属醫院期間實際測試結果，一般動輒八百張

影像的骨盆腔核磁共振完整叫出僅需要不到八秒鐘的時間，和臺北榮總目前的三

十秒以上比起來，我們仍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是需要院方、工程師、及部內醫

生共同努力的目標。 
京都大學附屬醫院病床數及每日就診人次和臺北榮總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也

因此能夠提升醫療的水準及精緻度，並投注更多心力在重要的學術研究及教學上。

以放射線部為例，核磁共振檢查開放檢查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

半，追求重點在醫學研究及高品質的影像上，而不是單純的衝“量”。不止醫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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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工作條件得以提升，醫院整體的研究風氣也很蓬勃，長期而言對醫學進步是

很正向的幫助。 
另外我這次進修的主要目的是婦女骨盆腔核磁共振影像判讀及應用方面，每

天都會跟 Dr. Aki Kido 或是科內博士研究生一起研讀前一日所做的影像。其餘

時間則會就科內提供的典型病例儘量多看、多學習，如果有疑問都可以隨時詢問 Dr. Kido。日本放射線科醫生對於影像及病理的對照非常重視，針對所有婦產科

腫瘤的病理分類均會做影像學上的特性整理，這種精緻的影像判讀是我在國內較

少接觸也很訝異的。因此，借此機會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熟悉影像、病理的對照，

日後希望能儘量運用在判讀及報告上，讓婦產科醫師在治療的決策上多一個參考

依據，共同為病人福祉努力。  
心得： 

此次京都大學附屬醫院放射線部的進修機會讓我獲益良多，能夠在沒有臨床

工作壓力的情況下，花一整個月的時間完全投注在次專科領域的學習。對於一個

放射醫師來說，不論典型或非典型病例，單一時間內大量閱讀、熟習影像特性是

非常重要且有效的學習方式。京都大學放射線部由於在婦女骨盆腔核磁共振影像

上有國際領先的地位，這一個月的進修讓我不論在專業能力上多所增長，對於研

究、創新的方向也獲得啓發，是很難得的機會。  
建議事項： 1. 放射影像及病理的對照在疾病診斷上很有幫助，也是臨床科醫師在治療

的決策上的參考依據，日後可以就此方面和病理科醫生多所討論。 2. 為達到放射科檢查及報告製發上的流暢及效率，院內網路、影像傳輸速

度、新系統、流程的建立有賴院方、工程師、及部內資訊相關醫生共同努力

以求能達到國際水準。 3. 學術及研究在醫院成長並在國際上建立知名度的重要指標，但是學術風

氣及研究能量的培養除了醫生個人的努力之外，也需要院方強而有力的支

援。目前在人力短缺、工作量卻不斷增加的現況下，許多醫生面臨過勞的窘

境，日常工作之餘很難再有時間進行研究或創新。若能增加人力或是減少繁

雜工作，將目標從“量”轉到“質”的成長，將學術研究及技術研發等同樣視為

醫院的核心價值，對醫學研究發展的能量會是很正向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