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零二   24 

會 務 報 導 

一、本學會將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19日（星期一）上午9至15時，假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醫院 兒童大樓B2臨床技能中心，舉辦「肋膜腔疾病

全方位照護工作坊」，歡迎各機構護理人員報名參加。 

二、因應防疫及遠距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本學會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17日於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二館主辦「遠距健康新世紀論壇」，將心臟胸腔照護

與科技實務相結合，以實體及線上臉書直播方式，提升護理專業新知，

線上學習高達911人次。 

三、歡迎各方朋友加入本會，新入會者：入會費500元，常年會費1000元。 

四、恭賀！本學會賀倫惠監事長，連任桃園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第十六屆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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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所有會員 

0512 護師節快樂 

發行人：李芳珊      
發行所：台灣心臟胸腔護理學會      
會  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7號     
學會電話：  ( 0 2 ) 2 3 2 1 - 4 4 7 7  

李芳珊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敬賀 



學術活動報導 
2021.02.24 

心電圖評估與判讀實務照護工作坊 

學員汲取專業新知及 
實務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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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電圖生理及 
           異常判讀教導 



學術活動報導 2021.04.17 
遠距健康新世紀論壇 

穿戴裝置之照護應用 
劉志民醫師 

遠距健康之照護應用 
劉文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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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健康新世紀 
陳維恭理事長 

創新智慧產品應用 

理事長、理監事 
與會專家、貴賓合影 

~專家雲集講授新知 
           科技連結護理照護實務~ 



 

        心臟衰竭影響全球超過6,000萬人，預估到2030年病患人數將會增加

25%以上。國內目前65歲以上心臟衰竭的盛行率約為10%，全台每年約有2

萬2千人因嚴重心臟衰竭住院，三個月內再住院機會高達30%，5年死亡率逼

近50%，心臟衰竭的高盛行率及高復發率，除了給病人帶來極大的影響，也

對家庭、社會、國家帶來沈重負荷。 

        心臟衰竭的治療策略，包括藥物治療(乙型阻斷劑、血管加壓素轉換抑制

劑、血管加壓素阻斷劑、醛固酮拮抗劑、血管張力素受體-腦啡肽酶抑制劑等

)、介入性治療(心導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放置術、經導管電氣燒灼術、心臟瓣

膜修補或置換手術、心律調節器、植入性心臟去顫器與心臟再同步化)、心臟

支持設備(葉克膜、主動脈氣球幫浦與心室輔助器)，以及外科手術(冠狀動脈

繞道、心臟瓣膜置換以及心臟移植)。 

         臨床上常有病人即便接受心衰竭治療後，仍是無法緩解心絞痛或心衰竭

的症狀困擾，而歐美等國心臟學會自2012年起，亦將體外加強搏衝治療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EECP)列為心肌梗塞、心衰竭等治

療選擇之一，藉以改善心臟及其他器官之血液灌流，達到臨床症狀的持續改

善。 

         EECP-新型態復健運動，簡而言之就是替血管進行按摩，藉由外力的加

壓與放鬆，為心衰竭病人提供另一個非侵入性治療方式，增加組織獲得血液

及氧氣供應，增加運動的耐受性，還能促進血管再生和新生，強化冠狀動脈

側肢循環，不僅改善心臟缺氧狀況且延緩血管硬化等相關疾病。EECP主要應

用在缺血性疾病，包括：冠心病、心絞痛、心肌缺血、陳舊性心肌梗塞、心 

淺談心臟衰竭體外反搏治療-EECP 
 臺北榮民總醫院 

心臟衰竭急性後期照護個案管理 

周貞伶護理師 

專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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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炎後遺症、腦動脈硬化、腦供血不足、脊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或是具糖

尿病等心血管疾病、小血管疾病的病人。但是某些情況，如嚴重主動脈瓣膜

逆流、嚴重血壓控制不佳、嚴重下肢動脈狹窄、凝血功能異常等，則不適宜

接受此治療。 

        目前全世界約有35個國家推行EECP的治療，國內主要是少數醫學中心

用來治療嚴重冠心疾病和心臟衰竭的儀器設備，屬於自費醫療處置項目。心

臟衰竭病人於心臟科門診就診時，經由醫病共同討論治療決策，經病人或家

屬同意後，技術員或護理人員再依安排之時程協助執行，EECP療程無須住

院，只需門診治療，每週五天，每天一小時，連續七週，整個療程共35小

時，當日完成EECP治療後，就能返家恢復日常作息。進行EECP治療時，病

人需平躺於特製治療床上，裝置心電圖貼片及手指式血氧監測器，臀部和下

肢穿戴氣囊加壓套，加壓套配合病人自身之心臟節律，以心電圖Ｒ波為觸發

信號，依心臟循環週期同步調整合適的氣壓壓力及充放氣時間。在心臟舒張

早期，氣囊由遠至近依序加壓，驅動下肢血液向主動脈返流，提高主動脈舒

張壓，因而改善心臟、大腦等重要器官的血液供應；在心臟收縮期前，氣囊

迅速排氣，受壓的肢體血管開放，使主動脈收縮壓下降，從而減少循環阻力，

減輕心臟負荷。若於執行治療過程中，病人感到有任何不適或生理徵象變化，

可隨時停止運作並詳細觀察與評估病人情況，必要時可立即聯繫醫師評估病

況再決定是否繼續進行。在EECP療程期間，病人仍需同步於心臟科門診就

診，以便醫師可依病人心臟衰竭之病況變化調整治療方針。 

        EECP藉由外力加壓、放鬆的循環，提高全身的血液循環，達到軟化血

管、增加血管彈性，從而增進血管內皮細胞自癒再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過程中只要輕鬆躺著即可完成，故此種被動式血管再生醫學治療，特別適合

中高齡需求者。近來EECP的發展也不再侷限於心臟血管的領域，還廣泛應

用在腦腎及其他器官的急慢性缺血性疾病，而醫學研究也顯示無論是短期或

長期EECP療程，都有顯著的治療效益，病人的症狀困擾能獲得緩解，同時

更可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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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情 故 事  

         

        2019年新冠肺炎在短時間快速傳播至全球，造成了全世界的恐

慌。回想起2003年3月，聞之色變的SARS也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侵

襲台灣，但在醫護團隊的共同努力下，四個月內就有效控制疫情。

因有SARS的照護防疫經驗，面對此次的新冠肺炎，政府的防疫行動

啟動得相當完善與快速，讓國內本土個案不但無大量增加，且染病

個案能得到適切的照護。國人配合各項防疫工作與做好自我健康管

理，間接減少人員接觸的機會就是對醫護人員最大的支持！ 

        當我們單位確認要照護由國外SOS專機轉入高危個案時，雖然

部分醫護人員有SARS照護經驗，但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站在第一

線的護理師，也難免會產生焦慮忐忑不安的心情，內心的擔心是無

法言語形容；在收拾好慌亂的思緒，即刻上緊發條，戰戰兢兢與團

隊一起討論防護動線，協助家屬連繫SOS專機，確認返國到進入醫

院加護單位的各項注意事項，每一個小細節皆與同仁的健康密切相

關，因此與緊急醫療團隊、感控小組、加護照護團隊和前哨警衛，

經過多次討論和實境演練，成功克服各項難題，順利地將個案轉送

至加護單位。單位為此臨床流程及常規做了改變，包括:N95口罩的

密閉性測試、完整的個人防護裝備、插管特殊工具、防護的設備和

送檢查的動線等等......，這些讓重症醫護人員執行臨床作業上有很大 

新型冠狀病毒照護心得 

臺大醫院 
雍允雯 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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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第一線醫護人員在全身包緊緊連對話都有困難的情況下，

培養專業的健康照護，是這次疫情學到的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願COVID-19的照護經歷，成就台灣健康醫療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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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共同合作~~ 
清空動線、高規格防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