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降低嬰兒死亡率研討會 
2024 Consensus Meeting for the Reduction of Infant Mortality Rate 

時 間：2024 年 11 月 3 日（日）08：30~16：50 
地 點：高雄市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大樓 10 樓演講廳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協辦單位：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 
對 象：敬邀關心嬰兒死亡率及相關領域之各級機關與各界專家學者、醫療院所醫

務工作人員共同參與。 
報名窗口：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李小姐，TEL：（07）7134000 分機 5314，

Email：ariel01@kcg.gov.tw 
時 間  議程內容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15 
開幕致詞 

長官貴賓致詞 

黃志中局長/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詹德富理事長/台灣周產期醫學

會 

林瑞瑩常務理事/台灣新生兒科

醫學會 

09:15~09:35 20 
國際與台灣嬰兒死亡率趨勢

分析 

呂宗學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公衛所 

09:35~09:50 15 高雄市嬰兒死亡概況 黃志中局長/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9:50~10:10 20 
高雄市 20-24 週新生兒死亡個

案病歷初探與發現 

陳秀玲醫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新生兒科/國立中

山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教授

暨系主任/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

理事 

10:10~10:30 20 茶敘休息 

主題：降低嬰兒死亡率政策面作為 

10:30~10:50 20 
台灣推動兒童死因回溯分析

CDR 歷程與展望“兼談死亡可

預防性評估” 

李嵘醫師/林口長庚

醫院兒童一般醫學

科/兒科急診主治醫

師 

黃志中局

長/高雄市

政府衛生

局 10:50~11:20 30 
如何降低兒童死亡率？下中

上游策略與提高家訪率 

呂宗學教授/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公衛

所 

11:20~11:30 10 意見交流 

11:30~12:00 30 
我國周產期照護網絡計畫的

執行現況和未來展望 

陳美惠醫師/國家衛生研究院群

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兒童醫學及

健康研究中心執行秘書長 

12:00~13:00 60 午餐休息 



時 間  議程內容 主講人 主持人 

主題：建立以母嬰照護為核心落實分級醫療照護 

13:00~13:20 20 
高危險妊娠與周產期醫療照

護網絡 

詹德富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婦產科 

13:20~13:30 10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

母嬰轉診-周產期醫療照護與

轉診實務(醫學中心) 

許德耀教授/高雄長

庚醫院 詹德富教

授/高雄醫

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

念醫院婦

產科 
王小星副

局長/高雄

市政府衛

生局 

13:30~13:40 10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

母嬰轉診-周產期醫療照護與

轉診實務(地區醫院) 

尤瑜文院長/馨蕙馨

醫院 

13:40~13:50 10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

母嬰轉診-周產期醫療照護與

轉診實務(地區醫院) 

方俊能副院長/四季

台安醫院 

13:50~14:00 10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

母嬰轉診-人工生殖孕產醫療

照護 

張旭陽院長/人工生

殖機構-旭陽診所 

14:00~14:10 10 意見交流 

14:10~14:30 20 茶敘休息 

主題：精進周產期照護品質暨早產兒照護及追蹤 

14:30~14:50 20 早產兒照護及追蹤 
楊詠甯教學副部長/義大醫院兒

童醫學部 

14:50~15:00 10 
周產期照護網絡-新生兒照護

與轉送(醫學中心) 
歐陽美珍主任/高雄

長庚醫院 林瑞瑩常

務理事/台

灣新生兒

科醫學會 

王小星副

局長/高雄

市政府衛

生局 

15:00~15:10 10 
周產期照護網絡-新生兒照護

與轉送(地區醫院) 
王志祿副院長/柏仁

醫院 

15:10~15:25 15 
低與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

護之影響與實踐 
王曉萍醫師/高雄榮

民總醫院新生兒科 

15:25~15:40 15 
非政府組織推動早產兒追蹤

之角色 

張瑞幸董事長/財團

法人台灣早產兒基

金會 
15:40~15:50 10 意見交流 

主題：運用 SDM於搶救生命的決擇 

15:50~16:20 30 
人工流產諮詢服務運作與轉

介模式 

李玉嬋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生死與心理諮商系所 

16:20~16:50 30 兒科的困難決策 
周弘傑主治醫師/台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 

16:50~  賦歸   

備註.學會積分(申請中)：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臺灣新生兒科醫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家庭醫學
醫學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醫師）、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理師、專科護理師）、
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等。(以實際學會審核結果為準) 

  



※研討會主持人群介紹 
座長：黃志中局長 

 現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務秘書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社區醫學部主任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兼任副教授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座長：詹德富教授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部產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婦產學科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品病安管理中心主任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部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行政管理中心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室醫務秘書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遺傳諮詢中心主任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婦產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座長：林瑞瑩常務理事 
 現職： 

長庚醫學大學兒科兼任副教授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新生兒科顧問級主治醫師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早產兒基金會董事 

 

 經歷： 

林口長庚兒童醫院兒科住院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員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科住院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費城兒童醫院新生兒科研究員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研討會講者介紹及其課摘 
呂宗學教授 講座 
◎演講主題一： 

國際與台灣嬰兒死亡率趨勢分析 

◎演講摘要： 

本演講將使用世界衛生組織死因統計資料呈現某些資料完整高所得國家與台灣的

嬰兒死亡率趨勢，同時解構年齡別（0 天, 1-27 天與 28-364 天）死亡率趨勢。最後再

比較 2010 年與 2020 年台灣與 OECD 國家新生兒與嬰兒排序比較，區分為去除出生體

重 500 公克以下與懷孕週數 22 週以下兩種定義比較。 

◎演講主題二： 

如何降低兒童死亡率？下中上游策略與提高家訪率 

◎演講摘要： 

本演講首先呈現台灣不同年齡別（0 天, 1-27 天, 28-364 天與 1-6 歲）死亡數與主

要死因，評估可預防性，擬定降低死亡數目標。對應策略包括下游個人層次衛教宣

導，中游組織層次管理介入，上游體系與結構性改變。本演講會以安全睡眠環境與不

同類型事故傷害為例說明。而前述許多介入需要到嬰幼兒家中檢視環境是否安全，所

以提高家訪率是相當重要關鍵。最好能夠有新增經費編制專任人力，退而求其次是培

訓已經有機會進入家中伙伴（譬如社工，育兒指導員或居家護理師）增加安全環境評

估與改善。 

◎講師簡歷：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經歷：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住院醫師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黃志中局長 講座 
◎演講主題： 

高雄市嬰兒死亡概況 

◎演講摘要： 

本次演講分享高雄市嬰兒死亡統計分析及現況。 

◎講師簡歷： 

 現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務秘書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社區醫學部主任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兼任副教授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陳秀玲醫師 講座 
◎演講主題： 

高雄市 20-24 週新生兒死亡個案病歷初探與發現 

◎演講摘要： 

在高雄市前幾年的新生兒死亡率偏高情形下，有必要探討其中的原因。 

目前在新生兒或國際上較常討論的嬰兒死亡率，會與「早產」、「周產期疾病」、

與「先天性疾病」有關，而有沒有孕前遺傳諮詢評估、產前照護、孕婦的社經地位及

健康行為（如抽煙、喝酒、藥癮）等都可能會影響孩子出生的狀況，而影響其預後。

本演講在於呈現回溯 111 年高雄市胎齡 20-24 週新生兒死亡個案病歷的發現，並分析

這些個案與「早產」、「周產期疾病」、與「先天性疾病」的關聯，及是否有產前照護

仍須加強之資料。 

◎講師簡歷：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新生兒科主治醫師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小兒科部新生兒科主任暨新生兒加護室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理事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李嵘醫師講座 
◎演講主題： 

台灣推動兒童死因回溯分析 CDR 歷程與展望“兼談死亡可預防性評估” 

◎演講摘要： 

本題將討論台灣的兒童死因回溯分析 CDR 歷程與與未來的展望與目標。 

兒童兒童死因回溯分析 CDR 實務經驗分享。 

◎講師簡歷：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一般醫學科主治醫師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一般醫學科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一般醫學科副主任 

加拿大 Alberta 大學 Stollery 兒童醫院研究員 

新竹市南門綜合醫院小兒科主任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長庚大學醫學系學士 

 
  



陳美惠醫師 講座 

◎演講主題： 

我國周產期照護網絡計畫的執行現況和未來展望 

◎演講摘要： 

新生兒是生命歷程健康的基礎，以母嬰照護為核心的周產期醫療是必要的根基。

為落實分級醫療，各層級院所可以分工合作，並透過資源共享，提高孕產婦及新生兒

照護量能，完善周產期照護，行政院核定「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衛福部於 110
年起辦理「周產期照護網絡計畫」，由重點醫院統籌規劃該區域內的周產期照護網

絡，並建立新生兒外接團隊，強化高危險妊娠轉診與處置能力及新生兒加護照護，同

時透過開放醫院模式，基層診所得以結合醫院設施，使孕產婦獲得連續完整的醫療照

護。 112 113 年核心醫院也納入周產期照護的任務，作為急重症 高危險妊娠與新生

兒的後送支持。全台逐步佈建各區域的周產期照護網絡，落實自母親孕期、新生兒從

緊急醫療到重症加護之連續性醫療服務。 

◎講師簡歷： 

 現職：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主治醫師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兼任副教授(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學士 

 
  



詹德富教授 講座 
◎演講主題： 

高危險妊娠與周產期醫療照護網絡 

◎演講摘要： 

孕產安全為近年 WHO 重要的目標，衛生福利部在 111~112 年度病安年度工作目

標中，新增列入維護孕產兒安全項目。台灣雖然擁有先進的醫療技術，但近年來死產

率仍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衛福部委託醫策會分析國際文獻及國內生產事故通報與救

濟資料，列出六大產科風險項目，並參考美國孕產婦安全組合式照護，依其發生率及

可預防性，醫策會於 111 年發展出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模組及 112 年之妊娠高血壓

及子癲前症組合式照護模組，提出事前準備、辨識與預防、緊急應變、檢討學習四大

架構建議方案。未來期以透過持續辦理風險管控教育訓練，提高照護團隊及時辨識高

風險因素及提升危急狀況應變能力並建立內部管控機制，熟悉及落實高風險妊娠孕產

婦轉診與周產期醫療照護網絡之運用，使基層診所和各級醫院可以分工合作，並透過

資源共享，提高新生兒照護量能，完善周產期照護，維護孕產婦及新生兒安全。 

◎講師簡歷：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部產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婦產學科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品病安管理中心主任 

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部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行政管理中心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室醫務秘書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遺傳諮詢中心主任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婦產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許德耀教授 講座 
◎演講主題：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母嬰轉診-周產期醫療照護與轉診實務(醫學中心) 

◎演講摘要： 

分享醫院執行周產期醫療照護與轉診實務工作經驗。 

◎講師簡歷： 

 現職： 

高雄長庚婦產部教授級主治醫師 

 

 經歷： 

長庚大學兼任教授 

高雄長庚婦產部部主任 

高雄長庚婦產部副部主任 

高雄長庚產科主任 

高雄長庚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優生保健科主任 

林口長庚住院醫師、主治醫師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會員 

 

 學歷：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尤瑜文院長 講座 
◎演講主題：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母嬰轉診-周產期醫療照護與轉診實務(地區醫院) 

◎演講摘要： 

高危險妊娠管理是周產期保健工作的重點，也是降低孕產婦、 新生兒死亡率的

一項有效措施。目前本院分： 

產前：門診發現胎兒或產婦的妊娠異常或檢驗指標異常會轉介醫學中心進一步鑒

別診斷，本院有產檢衛教師會加以追蹤轉診後續關懷。 

產中或產後：生產過程本院均由主治醫師接生，對產婦的產前檢查均十分了解，

產房胎兒監視器連接護理站，護理人同可以監視到胎兒的狀況即刻回報，

生產過程發生緊狀況時本院主治醫師及護理人員會隨救護車轉送醫學中

心，個案需轉診但狀況平穩會以民間救護車為主，如緊急狀況會以 119 救

護車為主約 5-10 即會到醫院。轉院前主治醫師一定會電話知會院醫學中

心先進行交班告知病患目前狀況及已經先行處置的內容。本院每年均會有

生產過程產婦或新生兒緊急狀況演練及 NRP 及 ALS 課程加強同仁的專業

能力。 

新生兒轉送：本院目前有 10 位新生兒科醫師，在產檢或生產前胎兒有高風時會

請兒科醫師到產房或開刀房 standby，本院長期與高榮新生兒科合作轉院

過程熟練快速，轉院後本院兒科醫師還會後續追蹤，嬰兒治療後也可以回

本院住院照顧。為了更加保護嬰兒安全本院加裝「非接觸式嬰兒監測器」

在嬰兒異常時能馬上發現，給予必要治療。 

本院產房、病房及嬰兒室各單均製定了項緊急處理流程及有各大醫院中心轉診電

話在緊急狀況均能充分發揮各級職能，保障母嬰安全。 

◎講師簡歷： 

 現職： 

馨蕙馨醫院院長 

 經歷： 

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專科醫師 

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 

 學歷：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學士 
  



方俊能副院長 講座 
◎演講主題：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母嬰轉診-周產期醫療照護與轉診實務(地區醫院) 

◎演講摘要： 

1. 為提供孕產婦更好的周產期醫療照護 

2. 透過及早辨識及預防風險管理。 

3. 建立正確之孕產程保健觀念預防妊娠併發症之發生。 

4. 醫院建立安心安全的生產環境，並提升周產期照護品質與醫學中心建立孕產婦

及新生兒醫療轉診照護。 

◎講師簡歷： 

 現職： 

四季台安醫院副院長 

 

 經歷： 

高雄榮民總醫院婦產部資深主治醫師 

高雄榮民總婦產部醫院住院醫師 

中華民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高危險性妊娠專科醫師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張旭陽院長講座 
◎演講主題： 

如何落實周產期高危險妊娠母嬰轉診-人工生殖孕產醫療照護  

◎演講摘要： 

人工生殖對懷孕和生產的影響，需要考慮：1.胎盤問題 (前置胎盤、胎盤早期剝

離、妊娠高血壓)；2.孕婦問題 (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剖腹產、催產)；3.胎兒問

題 (早產、低胎兒體重、高胎兒體重、畸形、染色體異常、死產、新生兒死亡)；4.成
年時問題 (癌症風險、神經發展、新陳代謝、生殖功能)。 

近年來不婚與晚婚者越多，生育年齡增加，對人工生殖的影響：1.成功率降低；

2.流產率增加；3.早產率增加；4.高危險妊娠增加；5.胎兒畸形率增加。 

自 111 年七月起政府推動生育補助計畫，強制規定未滿 36 歲者，只能植入一個

胚胎，人工生殖所造成的多胞胎比率因此明顯降低。 

因應不婚與晚婚，凍卵也是一個選擇，即使選擇凍卵，因為年輕者的卵子品質較

優，所以凍卵仍然要注意年齡老化，以及將來高齡懷孕的負面影響。。 

◎講師簡歷： 

 現職： 

旭陽診所院長 

 

 經歷： 

長庚大學醫學系部定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系部定副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系部定講師 

高雄長庚醫院婦產部部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楊詠甯教學副部長 講座 
◎演講主題： 

早產兒照護及追蹤  

◎演講摘要： 

早產兒（孕齡未滿 37 週出生的嬰兒）面臨呼吸困難、免疫系統未發育完全等挑

戰，這些因素增加了嬰兒的死亡風險。因此，早產兒照護的首要目標是維持穩定的生

理功能，尤其是呼吸與代謝問題的處理。標準急救策略包括使用肺部表面活性劑和呼

吸支持技術（如 CPAP），以促進呼吸穩定。營養管理對早產兒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母乳或強化配方奶提供必需的營養素，支持其體重增長及器官發育。早產兒在住院期

間及出院後需接受定期的醫療評估，包括體重、神經發展、聽力與視力篩查，以及免

疫接種。家長在家中扮演關鍵角色，需學習如何監測嬰兒健康並及早發現危險信號。

追蹤方面，持續的健康監測能有效降低後續健康風險，如慢性肺部疾病、腦性麻痺等

發展性障礙。早產兒需接受由兒科醫生、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等多學科團隊提供的全

方位照護，確保其得到適當的支持。通過長期追蹤，醫療團隊可及早發現潛在問題，

並針對孩子的成長狀況調整照護方案。總結而言，早產兒的存活與健康結果取決於及

時且持續的醫療照護與追蹤，這是降低嬰兒死亡率及改善早產兒長期生活質量的重要

手段。 

◎講師簡歷： 

 現職： 

義大醫院兒童醫學部教育副部長 

義守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義大醫院兒童醫學部新生兒科主任 

 

 經歷： 

義守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講師 

義大醫院兒童醫學部總醫師 

義大醫院兒童醫學部住院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歐陽美珍主任 講座 
◎演講主題： 

周產期照護網絡-新生兒照護與轉送(醫學中心) 

◎演講摘要： 

1. 新生兒重症個案轉送前準備 

2. 新生兒重症個案轉送作業流程 

3. 新生兒重症個案的生理狀況監測與評估 

4. 新生兒重症個案轉送特殊疾病與處置。 

◎講師簡歷：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新生兒科科主任 

 

 經歷： 

高雄長庚醫院新生兒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舊金山分校 UCSF 

Benioff children hospital Visiting Scholar and Clinical Researcher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內科部新生兒科總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內科部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士 

 
  



王志祿副院長講座 
◎演講主題： 

周產期照護網絡-新生兒照護與轉送(地區醫院)  

◎演講摘要： 

周產期照護網絡的建立旨在提供孕婦及新生兒完整的醫療服務，確保母嬰健康，

尤其在高風險情況下，如早產或先天異常。新生兒照護和轉送是其中的重要環節。照

護過程中，醫療團隊會依據新生兒的健康狀況，進行初步評估，決定是否需要轉送至

具備更高級別醫療設備的中心。這些決策依賴於各級醫療機構之間的緊密合作，具備

不同的專業能力。當新生兒需要轉送時，通常會啟動專業的轉送系統，由具有新生兒

急救技能的醫護人員進行護送，並配備專用設備如保溫箱和呼吸支持系統，確保新生

兒在轉送過程中的安全和穩定。此過程的目的是使新生兒能夠儘快接受到所需的專業

治療，降低病發風險，並提高存活率及預後。此外，周產期照護網絡強調家長與醫療

團隊的密切溝通，讓家長在新生兒照護過程中充分參與，增強信任與合作。。 

◎講師簡歷： 

 現職： 

柏仁醫院副院長 

 

 經歷：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過敏科主任 

高雄市醫師公會秘書長 

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 

台灣兒童過敏免疫風濕醫學會理事 

台灣過敏風濕暨臨床免疫醫學會理事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王曉萍醫師 講座 
◎演講主題： 

低與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之影響與實踐  

◎演講摘要： 

低與極低出生體重兒相關之慢性合併症與返家後居家照護注意事項。 

◎講師簡歷： 

 現職：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新生兒科主治醫師  

 

 經歷：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住院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總醫師 

蘇澳榮民醫院醫師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學士 

 

 

 
  



張瑞幸董事長 講座 
◎演講主題： 

非政府組織推動早產兒追蹤之角色  

◎演講摘要： 

隨著週產期及早產醫療的進步，有愈來愈多的極低出生體重兒能幸運地存活下

來，然而這些嬰兒較易發生神經、心智發展、及視力聽力的問題，因此極需要長期的

追蹤這些早產兒，以收早期療育之效。 

台灣早產兒基金會從 1995 年起與全國 20 餘家醫療院所簽約合作，提供「極低出

生體重早產兒門診追蹤檢查」服務方案。在計畫中，我們協助出生體重低於 1500 公

克的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於『矯正年齡』第 6、12、24 個月定期回診接受完整的追

蹤檢查。完整追蹤檢查項目包含：1、身高、頭圍、體重與營養狀態評估 2、神經發

育評估與粗細動作檢查 3、以第三版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 (BSID－Ⅲ)
進行心智發展評測 4、眼科評估 5、聽力評估。並於 5 歲時評估學齡前的發展狀況，

重點在於早產對學習上的影響，為將來進入小學就讀的需求做準備。 

◎講師簡歷：  

 現職： 

馬偕紀念醫院及馬偕兒童醫院小兒部新生兒科主治醫師 

 

 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及馬偕兒童醫院小兒部新生兒科主任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早產兒基金會董事會董事長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理監事會監事 

 

 學歷：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李玉嬋教授 講座 

◎演講主題： 

人工流產諮詢服務運作與轉介模式  

◎演講摘要： 

1.了解人工流產諮詢服務運作與轉介模式 1-1. 

了解透過《懷孕流產決策諮詢/諮商服務流程圖》提供婦女人工流產決策前中後的

諮詢、諮商與轉介能力。包含：從醫院診所婦產科、心理諮商所/社區心理諮商所兩大

路徑取得服務之流程。 1-2. 具備提供婦女及其關係人獲得醫療諮詢、心理諮商、社

會褔利資源相關諮詢的能力。 

2.了解人工流產諮詢與諮商服務之操作重點 

2-1.尊重生育自主以非主導的對話引導諮詢技巧，協助婦女釐清自身對懷孕生

或不生的決策及因應。 

2-2.了解人工流產諮詢與諮商服務之操作重點，應包括決定人工流產前、進行

前及其後的諮詢與諮商照護之操作重點 

2-3.決定人工流產前，了解合法期限前在可安全考慮期限內以懷孕決策四步驟

展開諮詢：「您準備好懷孕生育了嗎？ 」、「您想進一步瞭解什麼資

訊？」、「您知道自己有多元選擇嗎？」、「您準備好選擇生產/人工流產了

嗎？ 」) 

2-4.進行人工流產前，了解不同週數適用方式、經歷、風險評估等醫療資訊、

提供陪伴與情緒支持、自我照顧方式、週數大胎兒流產後續處理等。 

2-4.人工流產後，了解身體、心理、社會及靈性和生活上自我照護之衛教資

訊，並提供防止非預期懷孕之避孕方式、計劃生育、調適因應、伴侶關

係、工作就學恢復等諮詢重點。 

◎講師簡歷： 

 現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特聘教授 

 經歷： 

臺灣醫療健康諮詢心理學會理事長 

台灣圓緣慈善推廣協會理事長 

台灣圓融幸福促進協會理事長 

台灣心理腫瘤醫學會監事 

財團法人脊髓損傷基金會董事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 
  



周弘傑醫師 講座 
◎演講主題： 

兒科的困難決策  

◎演講摘要： 

醫療人員每天都在做決策，決策的過程是怎麼形成？兒童的醫療決策與成人有哪

些不同？如面對醫療不確定性更高、溝通的對象不同導致有許多醫療結盟的情況產

生、還有背後有無隱藏兒虐的可能性，這些在讓兒童醫療決策更顯複雜與困難。接著

需要了解影響決策之因素，如代理決定、父母選擇權、利益衝突。最後探討如何做兒

童醫療決策？提供 IDEA 四步驟來釐清問題點、兒科 SDM 的幫忙決策（SHARE）與

自提的溝通模式（DEAR）。藉由上述來幫助兒科從業人員來面對兒科的困難決策。 

◎講師簡歷：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小兒部部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小兒部副教授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小兒部住院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理事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醫療事務委員會主委 

台灣早產兒基金會董事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