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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6日到4月29日，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台灣結核暨肺部

疾病醫學會及本會共同成功的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九屆國際抗癆暨肺疾

聯盟亞太區大會 (APRC)。國際抗癆暨肺疾聯盟 Guy Marks理事長、國際抗癆暨

肺疾聯盟亞太區 Elizabeth Cadena理事長暨來自5大洲、31國家地區的1439人

參加此盛會，並發表大會宣言 (圖1)；衛生福利部周志浩次長親臨現場致詞，且

蔡英文前總統也賀電祝福大會順利成功。此外，疾病管制署除莊人祥署長親自

擔任 APRC的會議主持人外，也在4月28日下午舉辦 National TB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 toward the Goal of TB Elimination研討會。在台灣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成功將台灣對於結核病人的精準醫療、全人照護及精確管理信念與經驗讓

全世界看的到，並將台灣結核病的防治成果，推向國際舞台。

除了感謝所有人的支持與熱烈參與外，更感謝本會所有理監事及會員朋友們

的全力支持與投入，同時，非常感恩陳育民理事長所領導的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

醫學會及王振源理事長所領導的台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的全力支持與規劃；

TB 精準醫療、全人照護及精確管理 
~ 第九屆國際抗癆暨肺疾聯盟亞太區大會： 

是結束，也是新的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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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際友人所看到的我們，就是一個官方 (疾病管制署 )、民間及產業界合而為一

且團結合作無間的團隊！也感謝本會理事王振源教授所帶領的專案辦公室和會議

顧問公司團隊的精心策畫和無數心血的投入，才能有圓滿的大會！

2007年，南非開普敦舉行的國際抗癆暨肺疾聯盟年會，在台灣結核病史上應

是重要的一頁。我們最敬愛的前理事長陸坤泰教授親自帶領國內結核病醫療領域

的菁英 (圖2)，遠赴萬里之外參加會議；時任疾病管制局局長的郭旭崧教授也帶

領疾病管制局團隊參加盛會。除大家共同關心當時最重要的「多重抗藥性結核」

的議題外，並在場內、外大家激盪出強烈的共同使命及革命情感 (圖3)；從「十

年減半」到「2035消除結核」，大家總是在激烈討論並凝聚共識後，團結致力

於結核病防治。讓台灣的結核病人從 2005年的每10萬人口72人下降至現在的28

人；屬第二類法定傳染病的多重抗藥性結核也從 2007年的 440人降至目前的不到

70人。雖然，陸老師已經無法親眼看到我們在台灣辦理第一次以結核病為主軸的

大型國際會議，但我們仍以會議的成果向最敬愛的老師報告；並持續朝老師對我

們的教導及期許，持續向消除結核病的目標前進！

本會前理事長李仁智醫師，從2007年起，領導台灣多重抗藥性結核團隊，促

成各團隊間彼此交換經驗；並在2007年帶領大家到馬來西亞參加第一屆國際抗癆

暨肺疾聯盟亞太區大會 (圖4)，厚植台灣防癆工作量能，我們才能有機會爭取辦

理此次的學術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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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第九屆國際抗癆暨肺疾聯盟亞太區大會的台北宣言，由中華民國防癆協會理事長及國際
抗癆暨肺疾聯盟亞太區理事長共同簽署。

此外，本會現任理事林道平醫師，從擔任防癆局及慢性病防治局局長以來，

培育無數防癆工作人才；自公職退休後，長期擔任本會秘書長並輔佐歷任理事

長，從事防癆工作並推動國際醫療交流。很多「防癆人」，包括我在內，第一次

參加結核病國際交流與學術研討會，都是由當時的林道平局長或秘書長所帶領並

協助籌措經費而能成行 (圖4) 。

APRC會議的結束，或許代表我們過去努力的一個結束；但同時也應是一個

新時代的開始！台灣，每年仍有6,000多位結核病人，並且多發生在老年、貧困、

弱勢、及具共病的病人身上；相較於先進國家，無論是在診斷、治療、預防、研

究和資源的投入，都還有很多值得更努力與精進的地方。透過這次 APRC的會議，

我們更應審視檢討我們所缺乏及不足，努力爭取並整合資源投入，希望對於台灣

結核病的防治，能再度開啟一個嶄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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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陸坤泰理事長 ( 左三 )、
林道平秘書長 ( 左二 ) 及郭旭
崧局長 ( 左一 ) 帶領台灣結核
病領域專家，遠赴南非開普敦
舉行的第38屆國際抗癆暨肺疾
聯盟年會。

▲◀ 圖4. 林道平秘書長 ( 中 ) 率領
台灣結核病團隊參加在泰國曼
谷舉辦的第29屆國際抗癆暨肺
疾聯盟年會。

▲◀ 圖3. 李仁智 ( 左六 ) 常務理事
率領台灣結核團隊參加在馬來
西亞吉隆坡所舉辦的第一屆國
際抗癆暨肺疾聯盟亞太區大會。

理事長　余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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