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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第31屆歐洲精神醫學年會，地點在法國巴黎。本次參會主要的目的為發表

研究論文，主題為，思覺失調症患者腦中多巴胺轉運器與周邊8項與 NMDA 系統相關

氨基酸之相關性，並且探討此相關在患者認知功能缺損中所之角色。本次大會總共

四天，本人於第三天進行報告，在與會的4000位來賓中，來自亞洲的研究人員並不

多見，經過現場報告後，與會者對於本人的研究結果，有極高的興趣及評價，並且

熱烈的討論。本研究成果已於2022年年底線上發表期，並將於2023正式於紙本刊登，

見 PDF附件。 

 

關鍵字：思覺失調症、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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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參會之目的，主要是發表本人最近研究之成果，題目是：思覺失調症患者腦中

多巴胺轉運器與周邊血液八種 NMDA 相關氨基酸的相關性，並且進一步討論兩系統在

思覺失調症患者認知功能缺損的病因機轉中所扮演之角色。歐洲精神醫學會是世界

最重要的精神醫學會之一，以往，台灣的醫生都會參加歐洲精神醫學會或是美國精

神醫學會，因此，這個會議也是目前世界關於精神醫學極重要的學會，本人此次申

請公費參加，除了發表文章外，同時也將我在臺北榮總在這個研究領域中的成果發

表，為本院及臺灣爭取最高的光榮。 

 

抵達大會 

 

二、過程 

 

3月24號晚上，本人搭乘長榮航班，直飛法國巴黎，飛行時間16個小時，這趟飛行相

當的遙遠，也是在疫情之後，第一次赴歐參與歐洲精神醫學會實體學會，雖然飛行

時間很長，但是心情卻是愉快的，因為可以再一次的代表臺北榮民總醫院前往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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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會議，並且讓歐洲的各國了解到台灣目前在這個領域的發展。25號星期六清晨

到達巴黎後，將行李放於旅館後直奔會場，本人的旅館這次住在的位置是離巴黎凱

旋門很近，距離大會會場步行約15分鐘，因此立刻前往大會報到。 

 

住宿酒店 

 

到了會場，發現各國參會的人員相當的踴躍，本人除了短暫的與過去幾位老友交談

外，也仔細的了解這次大會的佈置，主題，此處為法國最知名的會議中心。 

 

大會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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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在報到時，最令人吃驚的是，有法國的人權團體過來抗議，抗議精神科醫師給

病患吃藥，是不尊重人權的行為，他們認為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會改變人們的信仰及

行為，本人也隨行去了解在法國，精神科醫師對於精神科病患用藥的狀況。有時候

真不了解這些歐洲人的想法，因為每個藥物都是經過臨床人體試驗嚴格把關所研發

產生的，但是他們仍然不同意病人服藥。這也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記得在2008年義

大利會議時， 

本人也參與類似的遊行活動，以了解他們對於用藥的想法，希望經由這次會議，更

能夠了解世界各國對於精神醫學的發展以及未來的期待。 

 

三、心得 

 

這次會議是在三年疫情之後第一次召開的實體會議，大會參與的人員約有4000人。 

 

 

 

 

 

 

 

 

 

大會主場 

 

本人在參與這次會議時，可以明顯的感受到，各國重點都是討論疫情後，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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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變及其對於精神醫學的影響。此外，感覺上各國對於召開會議的方式都有了明

顯的改變，特別是都採用了最新的科技，因此我在大會報告時，也採用了最現代化

的報告方式，除了可以節省時間，也可以節省紙張。 

 

 

 

 

 

 

 

 

 

會議設備 

 

大會主席首先介紹了我，並且再與各國的同好交談之後，一起上台報告。這次會議

主要的心得，發覺各國對於精神醫學進步的速度並沒有臺灣來得快，不過仔細閱讀

每個國外學生所發表的文章中，發現他們對於整理資料的能力，都遠遠的超過台灣，

這是我們應該要努力學習的方向。 

 

 

 

 

 

 

 

 

同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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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與會者很多都是年輕人，這也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在疫情之前，本人多次

參與類似的會議都以年齡較大的研究人員為主，這次幾乎都是年輕人，我心裡想著，

雖然自己還能夠進行研究的工作及照顧臨床的病人，不過看到各國都是年輕人出席，

回來之後，也將多鼓勵年輕人參與國際會議，進行交流，我這個年齡，確實是應該

退休了。 

 

回到專業的立場，思覺失調症的研究過去一直是本院的強項，我也一直專注在這個

領域的研究，特別是針對認知功能缺損。最近我們發表了數篇相關的文章，獲得國

際的肯定，經過在這次會議的比較，我發覺歐洲各國對於思覺失調症研究的方向，

並沒有特別的改變，同時，研究的成果也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這點是值得我們

驕傲的地方。最近，我提出了另外一項概念的研究計劃，利用影像學判讀思覺失調

症之臨床症狀，作為未來藥物發展時重要的參考依據，希望明年能夠同樣的在此次

大會發表，為國家爭光。 

 

四、建議事項 

 

這次參會的亞洲人不多，實在不知是何原因，不過以臺灣人而言，參加的人數並不

多，未來，臺灣應該走向更國際化的交流，能夠彼此了解，並且多認識國外的朋友，

互相切磋，我相信未來不但是對於研究有幫助，對於年輕人的增長，也有極大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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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以要多鼓勵年輕人出國交流。這也符合院長的訴求，多鼓勵年輕人，希望年

輕人能夠多走出去，增廣自己的見聞，打開自己的見識，這對於臺北榮總及臺灣，

都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五、附錄 

與會名牌，與會報到資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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