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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兒童心臟疾病，大家的認知還

是以先天性心臟結構異常的疾病

為主，其實兒童心律方面的問題也是兒

童心臟疾病很重要的一環，這類疾病相

對少見且早期治療非常棘手。近年兒童

電生理學的進步及心導管消融術 (包括

電燒灼術與低溫冷凍治療術 )技術的精

進，大多數兒童的心律異常疾病均可獲

得良好的治療。本科李昱昕醫師在兒童

電生理學及兒童心導管消融術有深入的

研究，文章中他會告訴我們關於這方面

新的醫療技術及未來的發展。

從上個世紀末以來，介入性心導管

術的發展突飛猛進，一部分結構異常的

先天性心臟病，已經不需要依賴傳統的

外科開心手術來治療。不論心臟病病童

是接受外科開心手術還是介入性心導管

術治療，抑或不需治療，他們長大後，

是否能夠從事正常的體能活動，經常是

病童父母親在門診追蹤時常問到的問

題。本科徐新貿醫師在文章裡針對這個

議題，有深入淺出的討論，相信對心臟

病病童的父母親是重要且受益的文章。

兒童後天性心臟病部分，川崎氏症

(Kawasaki disease)是已開發國家中最

常見的兒童後天性心臟疾病。雖然該疾

病在急性期，所有的兒童專科醫師都會

治療，但是在急性期過後，若有影響侵

犯到病童的冠狀動脈，後續治療及心臟

方面的追蹤檢查就是兒童心臟專科醫師

責無旁貸的責任。張雅婷醫師是留學瑞

典的博士，除了在嬰幼兒肺動脈高血壓

有極為深入的研究外，文章中她會和大

家分享川崎氏症的臨床經驗以及後續追

蹤的重點及必要性。

很高興長庚醫訊專刊能給林口兒

童心臟內科這個機會，讓科內學有專

精的專科醫師們，來和大家談論兒童

心臟疾病的各個面相，以及最新的醫

療觀念和治療方式。希望本期的「兒

童心臟疾病面面觀」能帶給大家重新

認識兒童心臟疾病的機會，並能獲得

不一樣的收穫。

兒童心臟疾病面面觀
◎林口長庚兒童心臟內科主任　鍾宏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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