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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庚紀念醫院自從 1992年設立了急

診醫學科以來，一直站在醫院的

最前線守護民眾的健康，提供最即時且

完善的急重症照護。隨著台灣急診醫學

30多年的發展，長庚醫院體系各院區的

急診醫學科一直是台灣急診醫學界的領

頭羊，從北到南在台灣各個角落，均站

在第一線守護所有急重症病人的健康。

舉例來說，林口長庚目前有 60位急診專

科醫師，201位護理師，每月急診來診

量約 11000人，均位居全台之冠。

近年來，急診醫學在國內外蓬勃

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醫師投入急重症

相關領域，急診現場早已不再是「實習

醫師」工作的場域，而是有著急重症完

整訓練和豐富經驗的急診專科醫師，穿

梭在生死交關的現場，搶救病人寶貴的

性命。急診醫師不只是致力於迅速診斷

病人各種急重症疾患，即時給予病人最

適當的治療，亦努力讓病人有最佳的預

後，恢復應有的健康。

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爆發兩

年多來，在院方支持下，長庚醫院急診

醫學科同仁們全力以赴配合疾管署及醫

院交付的各項防疫工作。所有醫師與護

理同仁冒著染疫的風險，堅持站在防疫

戰場守護民眾的健康，保障人民就醫的

權利，並同時肩負防疫的重任，讓台灣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大流行中，有著數一

數二的防疫成績。在今年新冠疫情爆發

的危急時刻，台灣面臨著政策上從「清

零為原則」到「與病毒共存」的轉變，

大量染疫的民眾湧入急診現場，長庚北

院區的急診面對著大量 COVID-19的病

人，雖然求診的民眾遠高於急診正常的

負荷量，體系的醫療人員仍舊秉持著守

護民眾的初衷，在各種滾動式調整的政

策下，盡力照護民眾健康。即使不斷有

人員染疫，仍然無人退縮，堅守在崗位

上。面對徬徨的輕症病人與家屬，即使

工作負荷已極重，依然給予詳細的衛

教，對於冠狀病毒新型藥物的相關知識

及可能的交互作用 /副作用給予仔細的

評估與說明。而對於新冠重症病人亦盡

力根據最新的治療指引給予最適當的處

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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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最前線～守護民眾的健康
◎林口長庚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陳守彥

743卷 11期 

347



本
月
主
題

置，搶救每一條寶貴生命。

雖然在面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時

代，我們也不要忘記還是有許多病人面

臨各式各樣疾病的威脅。急診醫學近年

來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全世界的急診

醫師及研究人員正視如何在第一線的第

一時間給予病人適當有效的治療，因此

各種即時的診斷與及時的治療正不斷運

用在急診現場。長庚體系在所有急診醫

師的努力下，亦在相關研究有所著墨。

隨著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大量研究成果

的發現以及年輕熱血醫師的不斷投入，

急診醫師正不斷地運用新的研究成果與

技術，為民眾帶來更準確、更及時、也

更有品質的醫療。除了各式疾病的最新

醫療指引更新之外，也開始引入各式新

科技，包括人工智慧 AI的相關研究與應

用，幫助急診醫師能更有效率且更安全

的治療病人，並帶來更佳的預後。以科

技輔助遠距醫療正式實現，幫助無法外

出或是隔離的民眾線上看診，長庚急診

正走在醫療新時代的最前端。

在本期的專刊中，急診同仁們為大

家介紹急診有關的精彩內容，讓大家對

於常見的問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掛急

診為何等這麼久？我明明就比較早到為

何不是先看我？周禹謀醫師會為大家簡

介急診檢傷分類以及看急診您該知道的

事。民眾何時該打 119向消防救護人

員們求助？是否會濫用救護資源？長期

與消防局合作並身為消防局醫療指導醫

師的蔡立恆醫師有著深入淺出的說明與

分析。眩暈發作是急診常見就診的主訴

之一，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是否也有過天

旋地轉的眩暈發作經驗？發作時該如何

分辨良性與危險的眩暈原因？經驗豐富

的廖少鋒醫師有著精彩的介紹。另一專

刊內文則為大家介紹急診醫師近年來診

斷上的好幫手 -重點式超音波，包括超

音波在急診現場的診斷以及治療上的各

種最新運用，由身為急診醫學會超音波

講師的呂建勳醫師為大家帶來詳細的說

明。

在後疫情時代，急診醫學科依舊

會堅守崗位，我們期望致力於最新的醫

療研究成果及運用最先進的診斷治療技

術，搶救急重症病人，戮力於守護所有

民眾的健康！

長庚北院區急診醫學團隊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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