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演講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110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 13 時 00 分至 16 時 30 分 
上課地點：社團法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第一會議室》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620號4樓) 
 

時   間 題   目 講   師 

12：40 至 13：00 報到  

13：00 至 13：10 主席致詞 魏重耀 理事長 
邱國樑 常務理事 

13：10 至 14：00 兒少保護及性侵害之辨識與通報 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張素梅 組長 

14：00 至 14：50 基層診所如何擴展長照業務 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診所協會 
陳俊宏 理事長 

14：50 至 15：40 認識失智症 台中慈濟醫院神經內科 
傅進華 副主任 

15：40 至 16：30 糖尿病患者共病與治療趨勢 長安診所 
呂國樑 院長 

 
※以下學分申請中： 

臺灣醫學會(法規、品質)內科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灣神經學學會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護理師及專科護理師)(法規、品質)  

◎與會期間請配合防疫落實手部清潔衛生及全程「全程配戴口罩」。 

◎與會學員之間的座位請保持社交距離。 

◎護理人員參加者酌收費用 (請於現場繳納)。 

◎全程參與課程者，會後贈送精美餐點一盒。(中途離場，歉難發給) 

◎請於 110 年 01月 08 日中午前完成報名，俾備簽名單製作及確認餐盒數量。 

◎當天請自備水杯。 

 報名方式  

一、 網站：gtma.org.tw/學術演講/2021-01-10 項下 

二、 行動裝置A P P ：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活動模組/1 月份活動 

三、 電話：04-25222411 楊小姐 

印刷品 



課程大綱 

第一堂 <兒少保護及性侵害之辨識與通報> 

張素梅 組長 
本課程主要是成員對兒少保護及性侵害案件之認識，首先，介紹何謂兒少保護及性侵

害，並以實務案例討論各類型之案情，讓成員更容易了解目前兒少保護及性侵害現況，

以提升成員辨識敏感度，再者，介紹相關法令及罰責，瞭解那些行為是觸法的，最後，
說明通報流程及通報疑義，讓成員了解正確通報方式。 

 

第二堂 <基層診所如何擴展長照業務)> 

陳俊宏 理事長 
台灣已經正式步入老年化的社會面對人口的快速老化醫療服務的需求也面臨了相當

沉重的壓力 ! 年紀大長者的就醫的型態：就醫不便、多重慢性病以及疾病快速變化、需

要一個龐大的體系才能提供適當的服務而台灣的基層院所都是由醫院受訓完的專科醫師
所組成、分散在各地、深入社區 正足以擔任這個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基層院所對於社區
病患就醫的需求、特別是失能無法前來就醫的長輩、團隊如何發展出外展的居家醫療、

結合醫師意見書 以及政府推行的長照2.0 服務、把長輩的醫療服務、照顧服務以及社區
裡面各種生活支持服務提供者、結合成為一個互相支援的服務輸送體系、已經是刻不容
緩的問題 。基層診所發展社區醫療以及照顧結合的服務模式對於1 社區長輩的照顧服務

2 基層診所的未來發展以3 人口快速老化下激增的醫療醫療支出，都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期待透過課程能夠提供一些現行服務的結合模式供給所有的前輩參考！ 
 

第三堂 <認識失智症> 

傅進華 副主任 

1. 認識失智症 (Dementia):健忘與失智症的差別,失智症的診斷標準 (DSM-5) 
2. 失智症的原因及早期診斷的重要性:造成失智症的原因 (退化型、血管性、其他.),早 

期診斷介入的重要性 
3. 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的病生理機轉:阿茲海默症的病理機轉 (ß類澱 

粉蛋白、Tau 蛋白) 

4. 阿茲海默症診斷的進展:阿茲海默症的藥物與非藥物治療:目前使用中的藥物介紹 
(乙烯膽鹼酶抑制劑),臨床實驗中的藥物 

5. 失智症家屬的照顧技巧與友善環境改造及長照計畫相關議題 
 

第四堂 <糖尿病患者共病與治療趨勢> 

呂國樑 院長 
台灣目前約有250 萬人口罹患第二型糖尿病，而治療控制上患者達標率只有4成，這些患
者中存在的共病因子，有25%為心臟病，50%為腎臟病，也成為糖尿病友主要的死因之一。

每年罹患糖尿病人口不斷上升，如何控制更全面的治療糖尿病患者也成為臨床上需要探
討的議題。SGLT2i 是近年來發展出可以針對心腎共病有保護效果的糖尿病口服藥，可大
幅延長糖尿病友共病的發生時間，2015 年的EMPA-REG 所發表口服用藥對於第二型糖尿

病患者的心腎結果，使得SGLT2i 對於心腎保護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開，於此課程會依各
個SGLT2i 發表的CVOT 結果，探討各個藥品的差異，以及針對第二型糖尿病友治療與器
官保護和未來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