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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綸洲醫師在長庚醫院行醫期間，

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在國

際義診上為唇顎裂患童所貢獻的一切。

羅醫師出生於新竹客家的原鄉，

長輩們也是期盼他能夠行醫救人，於是

戮力地考上台大醫學系。而選擇當外科

醫師是因為外科醫師能夠即時性地解決

患者的問題。來到長庚訓練，主要是這

邊有許多的機會以及先天顱顏缺陷的患

者，想跟著老師羅慧夫院長學習，成為

有經驗的外科醫師。回憶起與老師羅院

長學習過程中，印象最深的還是幾次被

羅院長罵的經驗，正因為有羅院長的嚴

厲教導，才能孕育出羅醫師後來嚴謹的

精神。

升上主治醫師後，出國進修前往美

國聖路易，向有名的 Dr. Jeffrey Marsh

老師學習當時剛起步的電腦斷層，並運

用 3D影像分析技術來研究先天顱顏畸

形的患者。羅醫師也是國內第一位將

3D影像技術從國外帶回台灣發揚光大

的人，並專司顱顏中心實驗室的影像研

究。他回憶起當時國外進修時，曾經有

羅慧夫院長、陳昱瑞主委以及魏福全院

士，到聖路易去關心學生的情景，羅醫

師很是感激。

90年代起羅醫師跟隨羅慧夫院長

到東南亞去做國際唇顎裂的義診，從羅

院長的身上學到許多。因為團隊前往國

際義診，並非跳站式的給予當地一次性

的協助，而是定點紮營式地落實在地生

根，並培養當地的種子醫師，教導他們

手術方式，及培養他們照顧術後患者的

方法。先天性唇顎裂疾患的患者，並非

只有單一科目外科醫師的工作，而是需

要多科目的團體協助。比如說包含語言

治療師、耳鼻喉科醫師、麻醉科醫師、

兒童心智科的醫師等，都在整個唇顎裂

治療及復健上，佔有很重要的角色。而

長庚國際義診團隊，從北緯的 47度外蒙

古的烏蘭巴托，到赤道以南的印尼，服

務的國家有 10多個，近 30年來，每年

平均出國 2至 4次的義診，就是與當地

達成了醫療上的默契與支援。

每年去看看對方成長的歷程，並

聽取當地的簡報，提供經驗分享，困難

案例的討論，都能讓雙方相互成長，而

聽到對方的成就跟成長，就是羅醫師最

開心的時候。曾經我們遇到一些有趣的

事情，也是種種的挑戰，比如曾經開刀

我在長庚的三兩事～
整形外科　羅綸洲醫師

◎林口長庚顱顏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周邦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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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到一半跳電，在沒有燈光的情況下，

我們用手電筒來照光手術，或是臨時

性的麻醉機突然沒法工作，我們需要

緊急壓人工急救甦醒球 (Ambu)繼續完

成開刀，還有看過運用最原始的氟烷

(Halothane)來做麻醉，而當地麻醉科

醫師憑藉著聞味道，

就可以知道麻醉濃度夠不夠的趣事等。

我們帶著台灣的經驗前往，無論是技術

上、軟硬體上都給了他們相當的資源及

參考。20年多來的國際義診，幫助了無

數的患者，也看到許多開過刀的患者持

續回診，他們喜悅的笑容掛在臉上，不

啻就是給我們醫療團隊最大的欣慰。

羅醫師說，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

自己行醫多年的心聲，不妨就是一路走

來、始終如一、堅持自己所做的事情。

羅醫師也是個熱愛家庭的好父親、好先

生，即便頻繁參與國際義診及常出國開

會，只要一有空閒就把握親子時間，帶

著全家出遊，前陣子全家還參與了自行

車環島的活動呢！

最後羅醫師給醫學生們的建議，就

是把握熱情、運用資源。長庚醫院有許

多的資源可以妥善地運用，幫助成就自

己的夢想，而維持初衷、持續前進，就

能夠獲得美好的果實。以此勉勵醫學生

們。

與會貴賓於會後合影

簡榮南副院長 (左 )於會後贈送教學部特別

製作的個人化郵票給羅醫
師，感謝他分享學

習經驗給年輕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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