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ic：The experience of EUS  guided procedure in CCH

 Abstract: In this decade, EUS guided procedure is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GI

endoscopy. In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we started EUS guided FNA/B and EUS guided

pseudocyst drainage since 2013. As the development of   dedicated device for interventional

EUS, we also experienced  other kind of interventional EUS such as EUS-EA,EUS-RV,EUS-BD in

these years.   In this talk, I will share some difficult cases using EUS-guided therapy in our

hospital.

Topic：台灣介入性膽胰內視鏡的歷史演進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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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1975 年有日本的醫生期望及要求 ：「為了胰臟癌的早期發現，在內視鏡前端是否可附

加超音波診察裝置 ﹖」 進而有超音波內視鏡在1980年代初期的正式誕生。經過多年的推演，內視

鏡超音波術及超音波內視鏡設備已趨成熟。

台灣的第一台超音波內視鏡設備是由三軍總醫院1984購入，其後各家醫院購入各代的超音波內視鏡

設備，但因設備準備繁瑣且操做不易，參與內視鏡超音波術臨床工作的內視鏡醫師不多。1990年代

初期是一重要的轉淚點，因為超音波內視鏡防水型 GF -UM20,JF -UM20,CF -UM20 及EU -M20以

及細徑超音波探頭(2.8mm)的推出。尤其細徑超音波探頭(2.8mm)在1992推出前，在日本京都赤十

病院的安田健治朗幫忙下，1980年代末幾年prototype已在台大進行多年的臨床研究。

 Abstract：GI and biliary metallic stenting : esp. Hanar stent, multihole biliary stent    • Steroid

in hepatitis B with decompensation  • OCA combine UDCA in PBC   • Fecalith removal in

colon diverticulitis   • Unsedative ERCP may reduce ERCP related complications  • Basic

colonoscopy concepts   • Endoloop for large polyp with thick stalk (>1cm)   • Echo

performed at clinic may facilitate approach of acute abdomen    • Total care of GI cancer —

future era for GI department

     講師：台大醫院 王秀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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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田綜合醫院 消化系內科

Topic：腸躁症的飲食治療趨勢

學分：內科醫學會、消化系醫學會及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主持人講師與主題

    講師：光田綜合醫院 陳俊欽 主任

Topic：Tips, Tricks and Debate in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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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彰化基督教醫院 林彥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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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5 月中部地區消化系同好會

議程

會 場 位 置            林酒店 6F仙侶廳（台灣台中市⻄屯區朝富路99號）

18:00~18:25 光田綜合醫院 陳俊欽 主任
 Abstract：高達 7成腸躁症的患者認為飲食跟症狀有關，其中超過6成的患者會因為腸道不適，調整

或是限制部分飲食。透過腹敏(FODMAP)，可以用科學的角度來解釋腸躁症症狀與食物之間的關聯

性。低腹敏飲食是一種特殊的飲食計畫，旨在減少容易脹氣的食物，可有效減輕腸躁症患者的腸胃

症狀。我將分享有關低腹敏飲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其在臨床實踐中的應用，並介紹如何定制飲

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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