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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陽明交大訪問團由林奇宏校長率隊，團員含蔚順華副校長、醫學院陳震寰院長暨

所屬系所代表、電機系劉建男主任、竹銘醫院唐高駿院長、及國際事務處成員等 14

人，在程海東策略長促成下，至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UIUC) 及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 MU)參訪。9 月 25 至 27

日在 UIUC，與該校醫學院討論醫師工程師培訓與智慧醫療領域合作，並與伊利諾大

學總校長 Tim Killeen 簽訂二校合作意向書，也與該校工學院院長 Rashid Bashir 共同換

約盼延續合作。9 月 27 至 28 日在 MU，由陽明交大黃自強教授安排與該校基礎醫學、

生物與化學工程系教授、數據科學與資訊學徐啟仁教授及工學院院長 Noah Manring

會面，並與該校 Department of Medical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主管及教授群討論研

究及教學合作等議題。也安排參觀 NEXTGEN 與 Cryo-EM 等精準醫療相關設備。 

 

關鍵字：醫師工程師組，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醫學院，智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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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次陽明交大訪問團由林奇宏校長率隊，團員包含蔚順華副校長、醫學院陳震寰

院長暨所屬系所代表、電機系劉建男主任、竹銘醫院唐高駿院長、以及國際事務處成

員等共 14 人，在程海東策略長全力促成下，至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UIUC) 及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 MU)參訪，討論

醫師工程師、醫師科學家培訓，以及智慧醫療領域的合作。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醫學院為創立僅五年之醫學院，結合工程與醫學，目標為培

養醫師工程師並具備創新研發能力，目前已經有第一屆畢業生，順利申請至哈佛醫學

院教學醫院等知名住院醫師訓練醫院擔任住院醫師。本人目前兼任醫學系副主任，主

管醫師工程師組。陽明交大醫師工程師組於 2020 年設立，目前已經招收三屆學生，

此學程目標與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醫學院一致，因此代表醫師工程師組與伊利諾大學

香檳分校醫學院討論未來合作。 

 

二、 過程 

9/24, 9/25 (週六、週日)：移動日 

包含校長在內，這次共有 11 人從台灣出發，於 9/24 晚間八點搭乘 BR056 班機

直飛芝加哥，隨行還帶了滿滿的禮品要致贈給姐妹校代表及校友。因時差關係，

9/24 晚間九點飛抵芝加哥機場，也特別感謝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姜森處

長親臨機場接機。因大家長途旅行勞累，隨即入住機場飯店休息。 

9/25 上午搭乘巴士前往 UIUC，並與程海東策略長、竹銘醫院唐高駿院長以及

資訊院陳志成院長會合，抵達下榻旅館稍事休整之後，校方還貼心的安排了學生

大使帶我們做校園導覽。之後則由該校的醫學院院長 Mark Cohen 接待，並有多位

醫學院及校方主管在場陪同，多方認識交談，有利後兩天的正式討論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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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抵達芝加哥機場 

 

9/26 (週一)：合約簽署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醫學院 (Carle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為全球

首創以工程為基礎的醫學教育。本校訪問團先於上午參觀該學院的醫學教育

設施，包含各類教室、大體解剖室、模擬臨床診間、學生活動空間等，看到

美國對於空間布置的各種創意及用心，令人相當驚嘆。有效率的參觀完後，

雙方就行前議定之預計合作之主題，進行簡報。 

本人負責簡報部分為介紹陽明交通大學醫師工程師組，並就雙方合作事

項進行具體建議。包括針對 Discovery Learning 六週課程進行雙邊學生交換，

以及臨床見習部分交換學生。針對 UIUC 學生訪台部分，陽明交大將提供四個

研究群讓來訪學生學習，包括數位醫學暨智慧醫療研究中心，腦科學中心，

公共衛生研究群，以及智慧醫院/半導體公司見習。 

簡報後，並就三大主題: 課程與學生活動，創新與研發，以及智慧醫院，

本校代表團與 UIUC 醫學院代表依據業管業務及專長進行深度的分組討論，三

組討論過程相當熱烈，雙方擬定了一些未來可共同進行的行動方針，相關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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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摘要如下，也會就三大主題在後續安排的個別專題會議行程中繼續深入討論。 

 

圖二  簡報陽明交大醫學系及醫師工程師組 

 

[課程與學生活動] 

陽明交大與 UIUC 醫學院將持續討論並訂定短中長期目標。按照陽明交大的建

議，醫學系交換學生可以從 Discovery Learning 課程開始。交換對象為陽明交大三

年級生四年級學生，以及 UIUC 一年級升二年級的學生。交換內容為陽明交大學生

參與 UIUC Discovery 六週的課程，並選擇參與 Research Immersion 或是 Clinical 

Immersion。UIUC 學生則是透過 Discovery Learning 的 Global Study 項目來台灣，陽

明交大方負責提供四個課程供學生選擇，包括數位醫學暨智慧醫療研究，腦科學

研究，公共衛生研究，以及智慧醫院/半導體公司見習活動。UIUC 醫學院表示因為

行政程序以及的原因，交換學生建議在兩年後開始實施。經過討論後，雙方共識

為短期到明年暑假，陽明交大老師以及醫師工程師組學生先參訪 UIUC 醫學院，建

立交流合作關係，並持續討論落實交換學生制度和時間，預計於 2024 至 2025 年落

實學生交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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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與 UIUC 醫學教育主管進行雙邊討論 

 

[創新與研發]討論摘要 

在創新與研發的部分，雙方就行前多次線上討論及稍早簡報中本校所提

之三大創新與研發合作項目: 1. Digital Medicine and Smart Healthcare; 2. Brain 

research; 3. Public Health Research 進行更細部在研究主題、初步研究團隊媒合

及合作方式的討論。初期擬定就雙方現有研發重點如 Heart Failure 及 Dementia

發展跨領域研究團隊，另也就雙方在醫療照護巨型資料分析的研究進展做更

進一步的了解，並就資料之可近性及使用進行討論，形成初步共識，將利用

雙方巨型醫療照護資料，結合資訊、醫療及公衛的專業研究團隊，希望能在

醫療照護巨型資料分析方法、技術及健康照護議題有更進一步的交流及合

作。最後小組提議，近期展開團隊媒合，雙方將互相邀請對方研究團隊於醫

學院院級研究討論會中演講及分享研究興趣及未來規劃，以利研究團隊之認

識媒合。在合適的時間點，也預計定期輪流舉辦研討會，促進雙方創新研發



 

7 

的發展。另將透過後續交換學生共同指導的機會，持續落實研究團隊間的合作。 

 

[智慧醫院]討論摘要 

陽明交大與 UIUC 皆有很好的醫學和工程學系，雙方也都致力於整合醫學與工

程並應用於智慧醫院。目前智慧醫院的發展重點，在於如何將資訊流整合，讓醫

院的照護量能，能及於民眾於社區的居家生活。UIUC 醫院目前服務方圓 50 英里

的範圍。周圍許多是鄉村農民，患有心血管疾病。因此智慧醫院的合作上，主要

是討論如何以心臟疾病的照護為出發點，運用穿戴式裝置，以及醫療大數據所建

立的人工智慧模型，提升心臟疾病的照護品質。 

 

最後則是進入此行的重頭戲，在姜森處長的見證下，林校長與伊利諾大學的

總校長(President) Tim Killeen 簽訂二校合作意向書，並規劃雙方聯絡窗口及時程，

以利後續就合作議題持續進行溝通討論，除了總校長之外，伊利諾大學的幾位高

階主管及院長們幾乎都有出席，讓人感受到伊利諾大學的滿滿誠意，會後也保留

了一段交流時間，雙方聊得賓主盡歡。 

 

圖三 與總校長 Tim Killeen 簽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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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到 UIUC 的夥伴醫院 Carle Foundation Hospital South 參訪，洽談後續研

究及智慧醫療合作交流事宜。由 Carle Foundation Hospital South 院長 James 

Leonard、竹銘醫院唐院長及數位醫學暨智慧醫療研究中心楊所長分別簡報未

來醫院在智慧醫療，大數據的應用與社區醫學發展的方向，以及陽明交大在

醫療人工智慧模型以及智慧生醫感測上的研發，和台北榮總作為陽明交大最

重要的教學醫院，最近這幾年智慧醫療的發展。會議中並就心臟衰竭、鄉村

及社區健康照護、腦科學研究三大研究主題進行初步研究想法，進行熱烈討

論。討論包括心臟疾病部分可運用台灣已發展成熟的穿戴式裝置，和 UIUC 討

論如何運用這些裝置搭配數位應用可以讓社區以至於鄉村民眾能夠在居家進

行心臟疾病的照護。腦科學部分則包括運用醫療人工智慧模型於急診室電腦

斷層腦出血的判定，腦影像數據庫的建立和共享，以及腦影像與心臟疾病的

關係等進行討論。社區及偏鄉醫療部分，雙方就各自社區及偏鄉醫療面對的

現況、挑戰及解決策略進行分享，其中提到陽明交大附醫及關渡醫院與 Carle 

Foundation Hospital South 皆面臨社區人口高齡化的挑戰，既然如此，希望未來

陽明交大與 Carle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的合作計畫中，能結合雙方醫院及

醫學院共同研發更有效率推動可近性更高的高品質高齡社區健康照護。另會

後，Carle Foundation Hospital South 院長 James Leonard 特別與團隊提到雖初步以

高齡照護為合作方向，但希望後續能接續在 Pediatric health care issues 進行討

論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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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楊智傑所長介紹陽明交大與台北榮總的智慧醫療發展 

  

結束醫院的拜訪後，接續回到 Carle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與 Dean Cohen 及

相關主管深入了解其訓練醫師科學家學程及相關 innovation facilities 如 Health Maker 

Lab 如何培養學生發展及實作問題的解決方案。並就未來陽明交大醫學系學生如何

介接CIMED之醫師科學家學程，醫學生在CIMED期間是否能參與其Student Medical 

Clinic 之臨床訓練交換意見。此議題未來將由 Dr. Janet Jokela 與 Dr. James Slauch 與

醫學系做後續討論。無論是在 Carle Hospital 及 CIMED 的討論及交流為促進雙方

合作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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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週二)：參訪與深化討論 

上午的行程由楊智傑所長、嚴錦城所長、兵岳忻副主任、周立偉副國際

長、何育娟專員與該校醫學院學生座談。會中，Dr. Janet Jokela 邀請了帶領問

題導向學習的工程專業教師，以及三位醫學生分別介紹其 Capstone Project, Data 

Science Project 和醫療新創活動，包括簡易貧血試紙的開發，攜帶型超音波的

人工智慧應用，以及。UIUC 主要是透過一系列的新創活動，鼓勵學生參與如

何設計以工程為導向的教學方案，以及如何組成跨醫學、工程及商學院的團

隊，研發設計產品甚至籌組公司創業。在會議中也討論建立融合醫學工程的

問題導向學習的挑戰。例如如何吸引工學院老師的參與，如何訂定教案裡的

醫學工程學習的元素等議題。UIUC 醫學院課程設計上採用全問題導向學習的

設計，所有大堂課程都已經線上化，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參與密集的問

題導向學習討論，並安排工程與臨床教師共同帶領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 

 

 圖五 與 UIUC 醫學院教師討論醫學生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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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週三)：移動日及參訪 MU 

清晨自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出發後，經 5 小時的車程，抵達密蘇里大學。中

午，密蘇里大學數據科學暨資訊學 (Institute for Data Science and Informatics) 徐啟仁

主任為本校團隊介紹該所，該校工學院院長 Noah Manring 也加入會議。密蘇里大

學數據科學暨資訊所為跨領域單位，成員研究主要可分為 Bioinformatics，

Neuroinformatics，以及其它如農業相關的研究。本人並也介紹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

以及醫師工程師組的學程，和可能的合作。徐教授對於與本校合作有高度的興趣，

希望能吸引本校醫學系同學到密蘇里大學進行研究，討論與本校醫學院合作推動

MD-PhD 學程可能性。此外，徐教授也提議雙邊研究人員的互訪，可以促進研究合

作的交流。 

 

圖六 與密蘇里大學工學院院長 Noah Manring 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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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醫學院團隊分別拜訪密蘇里大學(MU)藥理生理所(MPP)及生化所。本

校醫學院與 MU 醫學院自 2007 年開始長期實質合作 MD-PhD 培育計畫，至今

共有五位醫學生在 MU 藥理生理所及神經科學所取得博士學位。兩校醫學院

進一步於 2019 年正式簽署教研合作 MOU，在此合作架構下，本校藥理所自

2020 年起，每年選送研究生至 MU 生化所交換研究一年，除了提升藥理所教

學研究國際化，也擴展了學生的國際視野。醫學院透過此次雙邊會議，除了

致贈感謝牌以表達對 MU Dalton Center 及藥理生理所培育本校 MD-PhD 之謝

意，醫學系及藥理所亦與 MU 藥理生理所、生化所取得具體共識，將擴大建

立雙方學生及博士後研究員短期交換研究、教師交流講學、雙方共同指導 PhD

學生研究等合作平台。 

此外下午本校團隊參訪 NextGen 精準醫學中心。由電子顯微鏡核心實驗室

主任 Dr. Min Su 帶領參觀，主要介紹該中心剛裝置完成的 Thermo Fisher 最新型

的 Cryo-EM 冷凍低溫電子顯微鏡(Krios G4)。此顯微鏡可達到 0.2 奈米的解析

度，且操作使用可以完全線上控制。根據 Dr. Su 表示，使用者只要將製備好

的樣本寄到該中心，由中心人員將樣本放入機器中，其餘操控可由使用者透

過網路連線來操控 Cryo-EM 做影像擷取。此外 Dr. Su 亦介紹該中心一系列的

功能不同的電子顯微鏡以及影像處理中心，顯示該中心可全方位提供生物醫

學的研究。本校團隊成員與該中心主持人及研究員討論未來的研究合作空

間，將讓本校原有藥物研發優勢如虎添翼。 

 

9/29 (週四)：移動日 

結束密蘇里大學的行程之後，隨即前往聖路易蘭伯特國際機場搭機至洛

杉磯轉機返國，9/29 晚上飛機起飛後於 10/1 清晨抵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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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此次參訪，和 UIUC 醫學院許多成員有深入的交流討論。UIUC 在工程領域發

展已久，全世界第一台磁振造影機器就是在 UIUC 設計完成的。難能可貴的是，

UIUC 位於美國中部的農業地帶中，方圓 50 英里都是玉米田，卻能在這樣的環境

下培育出優秀的工程師以及發展許多創新的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UIUC 成立的

醫學院結合資源豐富的工學院，自然能創造出獨特的醫師工程師學程。更重要的

是，雖然該校有許多工學院老師參與醫學院的課程，但仍然在這些課程當中，融

入許多醫學人文關懷社會，照護弱勢的精神，並沒有因為科技和工程的導入，而

失去醫學的根本，這點非常難能可貴。 

陽明交大合校後，結合兩校區的專長，也希望能夠引入科技與工程於醫學教

育中，因此創造醫師工程師組。和美國不同的是，美國醫學院為學士後醫學系。

在 UIUC，學生確實大多數在大學時期主修工程相關科系。而在醫學院又融入工程

的知識於醫學創新，因此能夠給予學生很大的動機和學習機會。台灣仍然以大學

六年制的醫學系為主。以醫師工程師組為例，大學一二年級雖然在交大校區主修

電機和資訊，但專業能力和成熟度上相對於美國進入醫學院的學生仍稍顯不足。

此外，台灣醫學生進入三四年級後，必須面對基礎臨床眾多的課程和學分，以及

準備第一階段國考，如何在這個階段融入科技和工程的創新於傳統醫學教育中，

會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此次參訪讓我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UIUC 是非常願意敞開心胸跟大家合作的

學校，他們在中國，日本，新加坡，巴西等等地方，都有設立跨國的研究中心或

是學程，在校內也跟很多其他的領域合作，創造了許多有趣的跨域學程，例如

CS+X，或是 X+DS 等等，大家也就雙方可能合作的方向，進行了簡短的討論，特

別是在半導體方面的人才養成，UIUC 更是表示了高度的合作興趣，之後將由策略

長與負責國際合作的副院長 Meredith Blumthal 繼續會談，討論如何安排 UIUC 學生

到台灣進行業界實習的細節。林校長也期許可以拓展兩校在工程領域方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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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局限於電機、資訊及材料。最後，由校長與 UIUC 工學院的院長共同簽

署，繼續延續原本的合作合約，並與雙方國旗留下歷史性的畫面，象徵雙方

的合作將會長長久久，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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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此次參訪 UIUC，已達成最重要的建立後續交流合作的目的。因此，將有以下事

項進行後續安排 

1. 預計將於 11 月安排醫學院雙邊線上討論，讓彼此更多的醫學院老師能認識彼此並

建立研究合作關係。 

 

2. 醫學院將與電機學院，資訊學院，以及生物技術學院合作，檢視目前醫師工程師

組的課程，希望在未來一年內對於該組大三大四的課程，進行改革。除了讓學生能有

充分的時間研讀基礎和臨床醫學的知識，準備國考，也要在問題導向教學中融入科技

和工程的學習目標，讓學生能有更多發想。目前，本人已經參加數場問題導向教學的

區段會議，並邀請交大校區老師一起參與，訂定科學與工程的相關學習目標。醫學是

跨領域的科學，需要從電機，資訊，材料以至於生醫工程的創新，希望未來能有更多

工程相關背景的老師參與，預期將可建立陽明交大醫學系的特色。 

 

3. 未來一年將密集與 UIUC 醫學院以及 Carle Hospital 醫院醫師進行討論合作。目前本

人已經與 Carle Hospital 神經外科主任 Dr. Paul Arnold 多次電子郵件討論在神經退化疾

病人工智慧的應用以及智慧手術室的合作。Carle Hospital 屬於社區醫院的規模，但有

非常好的企圖心發展社區智慧醫院，相信以臺北榮總醫學中心的資源和發展，能夠與

該院在智慧醫院發展上有更深入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