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在 日 治 時 期， 因 當 時 全 球 仍

缺乏有效治療藥物，結核病的治療多以

被動療養為主，台灣僅在現今台北市南

港區及台南市郊分設「 錫口療養院 」，

（ 後更名為松山療養所 ）與「 清風莊肺

病療養所 」。台灣光復初期，結核病盛

行，全台僅有約兩百張結核病床，又缺

乏整體性、計畫性之防治組織。因此，

政府採取「 預防重於治療 」之公共衛

生主動管理措施，逐步取代被動式的的

收容療養策略。

民國 34 年 11 月時值光復初期，省

政 府 接 管 松 山 療 養 所， 更 名 為「 省 立

松山療養院 」。民國 38 年 1 月，衛生部

南京結核病防治院，隨中央衛生實驗院

將部分器材及人力遷移至嘉義設立門診

部，並以部分人員與資源支援松山療養

院。民國 39 年 5 月，松山療養院改組為

「 台灣省立結核病防治院 」，後來又改

稱「 台北結核病防治院 」，除在松山設

立療養病房外，並在台北市青島東路設

置台北結核病防治中心，專責結核病門

診及公共衛生宣導業務，象徵結核病防

治正式跨入積極防治新紀元。

嘉義門診部也於民國 40 年改組為

「 嘉義結核病防治中心 」，負責當地結

核病門診與防治業務。台南地區之清風

莊 肺 病 療 養 所 則 在 光 復 後， 改 為「 台

南 縣 立 結 核 病 療 養 所 」， 民 國 41 年 改

隸省政府，為台灣省台北結核病防治院

台南分院，擔負起南部結核病防治工作

之 使 命， 後 來 又 更 名 為「 台 南 結 核 病

防治院 」，負責南部結核病防治工作。

此外， 民國 49 年省政府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防癆顧問建議，於台中增設台中結

核病防治院。至此，全台共有台北、台

中、 嘉 義 及 台 南 四 個 主 要 結 核 病 防 治

院，成為完整防癆系統的重要骨幹。

隨著結核病防治工作的深入推展，

民 國 56 年 政 府 進 一 步 整 合 台 北、 台

中、嘉義與台南四個區域的結核病防治

跨世紀防癆之路：
胸腔病院與台灣公共衛生發展軌跡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蔡瓊滿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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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正式成立「 台灣省防癆局 」( 簡稱

防癆局 )，局本部設於台北，並下轄台

中、 嘉 義 及 台 南 三 個 直 屬 防 治 院。 此

外，防癆局也開始與台大醫院進行長期

醫療合作，持續提升結核病醫療照護品

質。同時，全台各縣市衛生局也設立結

核病防治所，並由防癆局派駐一名專職

防癆保健員，專責推動地方的結核病防

治業務，逐步建構完整且綿密的防癆服

務網絡，大幅提升防治工作的效率與成

效，為台灣結核病公共衛生防治體系奠

定堅實的基礎。

隨 著 老 年 化 社 會 型 態 及 疾 病 盛 行

分佈的改變，中老年慢性病逐漸成為公

共衛生的新挑戰，包括腦血管疾病、心

臟病、糖尿病及高血壓等，已取代急性

傳染病成為民眾重要健康議題。有鑑於

此，行政院衛生署於 75 年 7 月頒布「 中

老年病防治四年計畫 」，並利用既有防

癆 體 系 完 整 的 防 治 架 構 基 礎， 於 民 國

78 年將原有防癆局改制成「 台灣省慢

性病防治局 」。同時，所屬台中、嘉義

及台南結核病防治院也同步更名為「 慢

性 病 防 治 院 」， 各 縣 市 防 治 所 亦 改 稱

「 慢性病防治所 」，而行政體系架構維

持不變。自此，原本專注於胸腔疾病（以

結核病為主 ） 的防癆體系， 擴大服務

範圍，正式肩負起中老年疾病之預防、

治療、研究、策劃、示範、宣導、教育

訓練及輔導等多元任務，積極建構更完

整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全面提升對全

民健康的守護與促進。

後 續 因 應 行 政 區 域 調 整 及 青 島 西

路舊址另有規劃，民國 87 年 1 月慢性病

防 治 局 搬 遷 至 現 台 北 縣 深 坑， 持 續 推

動胸腔疾病及慢性病相關工作。88 年 7

月因應精省政策，「 台灣省慢性病防治

局 」更名為「 行政院衛生署慢性病防

治局 」，所屬台中、嘉義、台南慢性病

防治院也易名為「 行院衛生署慢性病

防治院 」，民國 91 年 7 月行政院衛生署

函示台南分院更名為「 行政院衛生署

胸腔病院 」，慢防局因搬遷桃園醫院方

案 不 如 預 期， 在 台 北 深 坑 原 址 辦 理 歇

業。 一 局 三 院 整 併 為「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胸 腔 病 院 」( 簡 稱 胸 腔 病 院 )， 成 為 全

國唯一傳承的結核病及慢性病防治專責

醫院，配合當時衛生署、健保局、國健

局、疾病管制局等政策推行不遺餘力，

致力於提升醫療品質及人才培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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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專業而溫暖的照護，成為南部胸腔

患者信賴的專責醫院。

隨 著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升 格 為 衛 生 福

利部，本院於民國 102 年 7 月 23 日更名

為「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持續致力

於專責於結核病防治業務外，經歷時代

變遷及疾病型態的轉換，已逐步由專科

結核病醫院，轉型為涵蓋各類胸腔疾病

診療及慢性病防治及公共衛生照護之專

業醫療機構 , 並積極整合南部醫療與社

會福利資源，提供符合國人需求的優質

健康服務。近年來，為回應地方民眾日

益多元化的健康需求，醫院於民國 108

年 10 月成立醫學影像檢查中心， 有效

縮短檢查時程，並積極推動跨層級合作

計畫，加強與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間的

資 源 共 享， 全 面 提 升 整 體 醫 療 服 務 品

質。此外，面對人口高齡化趨勢，胸腔

病院也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辦理「 布

建 住 宿 式 長 照 機 構 公 共 化 服 務 資 源 計

畫 」，於台南新市區設置 200 床長照機

構，工程預計於民國 116 年完工，提供

民 眾 平 價、 優 質 且 便 利 的 長 期 照 護 服

務，善盡公立醫院社會責任與使命。近

期，醫院除陸續更新醫療設備，拓展非

健 保 醫 療 服 務 外， 更 逐 步 完 成 門 診 大

樓、 病 房 及 院 區 各 項 設 施 之 整 修 與 更

新，努力營造更安全、舒適與便利的就

醫 環 境。 目 前 亦 規 劃 增 聘 多 元 專 科 醫

師，增設內視鏡檢查中心，不斷完善醫

療 資 源 配 置， 穩 健 朝 向「 大 胸 腔、 小

而精緻的綜合醫院 」的目標前進。

衛 福 部 胸 腔 病 院 創 院 歷 史 悠 久，

在台灣結核病防治歷程中扮演舉足輕重

之角色。醫院在面對醫療環境快速演變

與疾病型態多元化的挑戰，始終秉持以

人為本、專業關懷之精神，提供安心、

貼心且人性化的醫療服務，並在醫院轉

型的過程中，延續結核病防治的優質專

業傳承，拓展胸腔疾病與長期照護服務

領域，全力守護社區民眾的健康福祉，

期盼成為民眾心中值得信賴、富有人文

溫度且具專業高度的醫療典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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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門診部 (民國42年 ) ▲▲ 仁德院區 (民國49年 )

▲▲ 大同門診部 (民國89年 ) ▲▲ 仁德院區 (民國90年 )

▲▲ 大同門診部 (民國114年 ) ▲▲ 仁德院區 (民國114年 )

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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