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0 年 3 月 17 日正式創刊 出刊日期 114 年 5 月 18 日

國    內

郵資已付

高雄郵局許可證
高雄字第 1787 號
無法投遞請退回

高雄郵局許可證
高雄字第 1787 號
無法投遞請退回

發行所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創刊人 / 林昭庚 發行人 / 詹永兆 理事長 / 詹永兆 編輯顧問 / 陳潮宗、陳俊明、陳福展、陳志芳、吳炫璋
總編輯 / 陳俊良    副總編輯 / 姜智釗、沈欣儀、林易平、陳明珠、楊元瀚、黃英瑜、張立德、張子瑜 
執行編輯 / 宋美慈、蕭瑀萱  電話 / (02)29594939  傳真 / (02)29592499  網址 / http://www.twtm.tw  E-mail : tw.tm@msa.hinet.net
郵政劃撥 / 19267209   戶名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會  地址 /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3 號 11 樓之 2

東洋醫學會特刊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2

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歡迎詞

----------------------------------------------------------------------------------------------------
國際東洋醫學會 (ISOM) 自 1975 年創立以來肩負著推廣東方傳統醫學、促進國際交流與學術合作的

使命。ISOM 由韓國、日本及臺灣的傳統醫藥學者共同發起成立，總部設於韓國首爾。為臺灣傳統醫

學界唯一參與的國際組織，ISOM 不僅是我國與國際醫學界接軌的重要窗口，臺灣專家在國際舞台上

發聲的關鍵平台。

為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ISOM 每兩至三年定期舉辦一次國際學術大會 ICOM。歷屆會議曾於

美、瑞、韓、日及臺灣等地舉行，吸引世界各國學術界與醫界人士參與，成為東洋醫學全球化發展

的重要推手。

本屆東洋醫學會學術大會將於台灣台北隆重舉行，主題為「從實證醫學到整合醫學」，呼應當代醫

學強調科學驗證與多元整合的潮流。大會主題聚焦於如何運用實證方法與科技工具，推動傳統醫學

與現代醫學的深度融合與創新突破，以提升全球健康照護品質為最終目標。

本屆大會將深入探討以下三項核心議題：

本屆大會將深入探討以下三項核心議題：

1. 大數據於東西醫整合中的應用：探究如何結合傳統中醫資料庫、人工智慧與資料分析技術，提升

 診斷準確性、優化治療策略，實現東西醫學融合的新格局。

2. 科學實證支持的中醫治療模式：分享臨床實驗與統計分析的成果，強化中醫療效的可驗證性與可

 重現性，推進中醫藥在全球主流醫療體系中的應用。

3. 多學科協作的未來趨勢：從身心健康、預防醫學、慢性病管理到癌症輔助治療，探討如何促進中

 西醫融合與學科整合，共創未來整合醫學的新典範。

我們誠摯邀請全球對傳統醫學有熱忱的學者專家、臨床醫師、醫療產業從業者與研究人員，一同參

與這場學術與技術交會的國際盛會。無論您關注傳統醫藥文化的傳承，或致力於傳統醫藥科技的創

新，本次大會都將提供絕佳的交流平台。

透過您的參與，期待激盪出更多跨領域、跨文化的創新思維，推動東洋醫學在國際舞台上的發展與

深化。這場會議不僅是醫學的饗宴，更是未來醫學共同願景的實踐起點。讓我們以實證為基礎、以

整合為方向，共同迎向傳統醫學在全球健康領域的新里程碑！預期大會圓滿成功，期待與您相見！

國際東洋醫學會台灣分會     

會長 詹永兆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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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東洋醫學會總會長歡迎詞

----------------------------------------------------------------------------------------------------

東洋醫學從實證醫學邁向整合照護與智慧醫療的未來

當前醫學環境日新月異，在人工智慧、數位科技與整合照護觀念迅速演進的今日，東洋醫學作為承

載千年智慧的醫學體系，亦站在時代的轉捩點上，迎來一場深層而全面的轉化契機。

過去二十年，東方醫學在世界各地逐步展開臨床實驗、機制研究與流行病學，將中醫診療與現代醫

學的實證方法接軌，為傳統療效尋求可重複、可量化、可評估的證據基礎，特別在針灸、中草藥、

體質辨識等領域，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並在國際醫學平台上建立科學論述。

在此基礎上，中西醫整合醫學已成為全球健康照護不可忽視的趨勢，無論是在癌症支持療法、慢性

病管理、老年醫學、精神健康、甚至於安寧照護與長期照護等領域，東方醫學皆展現出其獨特且不

可取代的價值。

在台灣，健保制度的完善與中醫教育的專業化，使得中醫在第一線基層醫療體系中，已是不可或缺

重要角色。近年推動的「中醫整合照護試辦計畫」、「中醫進入長照體系政策」，皆顯示中醫在公

共健康與社會照護中，已由傳統療法逐步轉型為結構性醫療的一環；中醫的角色，正從對症治療走

向全人照護。

人工智慧與數位醫療的迅速發展，更為中醫的未來注入嶄新能量。中醫融合AI的先進科技，從舌象、

脈象等視覺資料的智慧辨識，到病歷語意分析、個體體質分類模型的建立，乃至結合大數據的智能

診斷與處方推薦系統，正透過科技的力量進行重構與再詮釋，這不僅是方法上的創新，更是知識形

態上的革命。

然而，這場轉型之路並不輕鬆。我們面對的不僅是技術上的挑戰，更是語言轉換、概念詮釋、價值

體系整合的長程工程，東方醫學的智慧要如何不被科技簡化、如何在現代語境中保持其哲學深度與

臨床彈性，這是我們產、官、學界，以及人民都應共同思索的課題。

作為東洋醫學會的一員，我們有責任、有能力，也有願景，擔起中醫現代化與在地化的橋樑角色。

我們不僅要繼承東方醫學的傳統經驗，更要勇於與新知融合對話，拓展東方醫學在新世紀的學術版

圖。讓我們攜手同行，在實證中厚植信任，在整合中發揮價值，在智慧中開創未來。願東方醫學成

為這快速變遷時代中，連結人性與科技、傳統與現代的堅實力量。

國際東洋醫學會

總會長 陳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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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東洋醫學會創會 50 週年紀念
-台灣主辦第 21 屆國際學術大會意義深遠

----------------------------------------------------------------------------------------------------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傳統醫學國際學術大會，今年8月30日至31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隆重登場，

特具深遠意義。

回顧 2023 年，百年大疫新冠肺炎進入尾聲之際，日本與韓國對「清冠一號」的研發、應用及相關發

展過程表達高度興趣。應主辦單位邀請，台灣特組團前往韓國首爾就「新冠肺炎台灣經驗」專題發表，

由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蘇奕彰所長、衛福部中醫藥司黃怡超司長，及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共同代表出席。

當時詹永兆理事長因健保會費用協商談判未能成行，特指派潮宗代表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並專題發表

報告。

大會期間，我方主辦的「清冠一號」專場吸引數百人關注聆聽，令人倍感振奮，台灣中醫藥界掌握

疫情契機，展現我國在傳統醫学研發應用的實力，讓日本、韓國刮目相看。

國際東洋醫學會前任總會長崔升勳教授，於理事會提名台灣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陳旺全講

座教授擔任新任總會長，為東洋醫學會創會以來，台灣第二位榮任該職，殊為難得與榮耀。在此契

機下，我們也順利爭取到本屆學術大會的主辦權。

一場國際學術大會的籌備工作極為繁瑣，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及經費，目前籌辦進度皆依計劃順

利推進，包括：大會主題訂定、大會網站建置、報名系統建立、講者邀請、政府補助申請、與會議

策展公司簽約、以及公開徵求論文等等。所有籌備工作，皆需事前完善規劃，方能於會議圓滿呈現，

預期本屆大會將於 8月 30、31 日熱烈登場。

誠摯邀請全國中醫藥界同道撥冗參與，屆時齊聚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見證國際東洋醫學會

50 週年的發展歷程，以及台灣中醫藥成就光耀國際！

恭祝  各位醫師、學者專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大會執行長

陳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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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東洋醫學會對臺灣中醫藥國際化的影響

----------------------------------------------------------------------------------------------------

國際東洋醫學會為臺灣在國際上具有常任理事席位之國際醫藥組織，積極參與該會議可拓展臺灣中

醫藥國際發展，掌握與各國傳統醫學的管理與發展趨勢，藉著參與學術大會與亞洲各國醫家學者、

國際著名醫學專家深度學術交流，對提昇臺灣中醫藥在國際上知名度有極大幫助。

為提升臺灣能見度，我國中醫藥相關公協學會推動國際交流及合作，增進傳統醫學臨床醫療及保健

品質，和國外中醫藥團體簽訂交流合作協議、建立友好的關係，並共同致力傳統醫學合作。

1972 年，首次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張正懋理事長代表，與韓國漢城（首爾）特別市漢醫師會代表人

朴勝九理事長，簽訂締盟姐妹會證書；2007 年，再度由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陳潮宗理事長代表，與韓

國首爾特別市韓醫師會金正坤會長，簽訂互相交流合作備忘錄；2008 年，新北市中醫師公會張景堯

理事長代表，與韓國釜山廣域市韓醫師會朴泰淑理事長，簽訂互相交流合作備忘錄；2011 年，中華

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孫茂峰理事長代表，與時任大韓韓醫師協會金正坤會長簽訂互相交流合

作備忘錄。

2018 年 3 月適逢第 88 屆國醫節慶祝大會，在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協助下，由大高雄、花蓮縣、臺

南市、屏東縣、雲林縣、宜蘭縣、臺中市大臺中、彰化縣、嘉義縣、桃園市等中醫師公會，共十個

縣市公會理事長為代表，分別與韓國光州廣域市、濟州特別自治島、慶尚北道、慶尚南道、全羅北道、

全羅南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江原道、仁川廣域市等十大韓醫師會簽署互相交流合作備忘錄並

締結姊妹會。第二階段台中市中醫師公會與大田市韓醫師會、新竹市中醫師公會與京畿道韓醫師會

簽署互相交流合作備忘錄，更加堅定台韓兩國之友誼。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今年 8 月 30 至 31 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主辦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

術大會，除邀請國際中醫藥團體出席，敬邀國內的中醫藥團體共襄盛擧，轉知所屬會員踴躍報名參

加，並歡迎投稿發表最新臨床研究成果，邀請國內外廠商參展，促進臺灣中醫藥研究與國際的接軌，

加強臺灣在世界傳統醫藥的影響力。展現台灣中醫藥的靱性及能量，為臺灣爭取加入 WHO 共同促進

國際中醫藥事業蓬勃發展！

大會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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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總覽

----------------------------------------------------------------------------------------------------

時   間 地   點 活動項目

8 月 30 日

09:00-16:00 201 大會廳 2025 中醫婦科論壇

09:00-17:00 2 樓川堂 2025 中醫藥資訊展覽

18:00-20:30 201 大會廳 歡迎外賓晚宴

8 月 31 日

9:00-10:00 201 大會廳 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會開幕式

9:30-18:00 101 會議廳 超音波實務課程

10:30-17:00 203 會議廳 東洋醫學會 50 周年特展

10:00-16:30 201 大會廳 大會主題演講

10:30-17:00 205 會議廳 大會邀請演講

10:30-17:00 301 會議廳 大會邀請演講

10:30-17:00 402BD 會議廳 日本專場、韓國專場、大會邀請演講

10:30-17:00 402AC 會議廳 ICD-11 專場、中醫藥研究所專場、中藥安全專場

10:30-17:00 401 會議廳 台灣知名中醫師臨床醫學講座

12:00-12:50 201 大會廳 東洋醫學會 50 周年慶祝活動

18:00-20:30 201 大會廳 大會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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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55   陳旺全 講座教授 

● 義守大學講座教授、國際東洋醫學會（ISOM）總會長
題目 : 女性更年期障礙之精準醫學

09:55-10:40   賴榮年 教授

● 愛群醫療機構 總院長
題目 : 根據海神指引下的卵巢反應不良中醫治療策略 Part one：
 自然週期試管嬰兒

10:45-11:25   吳炫璋 教授

● 慈濟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 系主任
題目 : 更年期證候群中醫治療策略與展望

13:00-13:45 林健蓉 醫師

● 三軍總醫院中醫部 主治醫師
題目 : 乳癌中西醫共同照護經驗分享

13:45-14:30   葉家舟 院長

● 三義慈濟中醫醫院 院長
題目 : 由中醫看子宮內膜及著床的學理與治療

14:30-15:15   徐慧茵 教授

● 長青傳統中醫診所 特約醫師
題目 : 產後憂鬱症治療經驗分享

15:15-16:00   龔彥穎 教授

● 臺北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 部主任
題目 : 更年期婦女失眠問題的中醫藥照護

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

婦科論壇｜ 8/30 日 ( 六 ) 201 大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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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

超音波實務課程
8/31 日 ( 日 ) 101 會議廳 

09:30-12:00   詹益宗 醫師

● 好膽胰診所 院長 ( 曾任臺大醫院內科部肝膽腸胃科 主治醫師 )

題目 : 超音波的中醫臨床運用
 The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 in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3:00-15:30   周立偉 教授

●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行政副院長兼復健部主任

題目 : 肌肉骨骼超音波在復健醫學的臨床和研究應用
 Clinical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15:30-18:00   蔡德祥 中西醫師

● 新和診所 院長 ( 曾任榮總心臟科 主治醫師 )

題目 : 基層診所肌肉骨骼超音波中西整合應用分享
 Integrative Applic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n
 Primary Clinics: A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Perspective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並附上報名資訊：

時         間 : 114 年 8 月 30 日 
地         點 :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101 廳 )
課程費用： 5,000 元、7,000 元 ( 包含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會報名費用 )

超音波報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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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主題演講

8/31 日 ( 日 ) 201 大會廳

林昭庚 院士

● 中央研究院 院士
題目 : 中西醫結合觀點 - 論述中西病名對照大辭典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Medicine, discusses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sease Names"

蘇奕彰 教授

●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司長
題目 : 抗疫經驗談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之結合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 Modern
 Medicine-from the Anti-pandemic Experience of
 NRICM101 從 NRICM101 

王陸海 院士

● 中央研究院 院士
題目 : 邁向與癌症和平共存的目標和挑戰
 The goal and challenge toward living with cancer peacefully

崔昇勳 教授

● 美國埃默里大學 兼任教授、國際東洋醫學會前任總會長
題目 : Toward 'Health for All' from Oriental Medicine

元雄良治 教授

● 日本金澤醫科大學 教授、國際東洋醫學會前任總會長
題目 : Cancer supportive care using Japanese Kampo
 Medicine: from evidence to clinical practice.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0

陳旺全 講座教授

● 義守大學講座教授、國際東洋醫學會（ISOM）總會長

題目 : 東洋國家對中醫藥治療失智症的未來發展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Dementia in Oriental Countries

林欣榮 教授

● 花蓮慈濟醫院 院長
題目 : 中西醫精準醫療
 Integrated Chinese-Western Precision Medicine

孫茂峰 教授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特聘教授
題目 : 台灣針灸專科醫師的規劃、建構與執行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execution of acupuncture
 specialists in Taiwan.

顏宏融 教授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院長
題目 : 第 11 版國際疾病分類 - 傳統醫學章節（ICD-11 TM1）在台灣：
 進展與展望
 ICD-11 TM1 in Taiwan: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高成奎 教授

● 韓國慶熙大學韓醫學院 院長兼東西醫學研究院 院長
題目 : Biomarker Driven Anticancer Herbal Medicin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高山真 教授

● 日本東北大學 教授
題目 : Frequently Used Japanese Traditional (Kampo) Medicines.
 - Overview of the clinical and pre-clinic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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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講者 / invited speaker

詹永兆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台灣中醫健保現況

牧野利明
名古屋市立大學

教授

18β- 甘草次酸或其葡萄醣醛酸苷與人類甘草誘發的假醛固酮增多
症發展的個體差異有關
3-epi-18β-glycyrrhetinic acid or its glucuronide is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corice-
induced pseudoaldosteronism in humans

吉富誠 ISOM 理事 急診與內科臨床中使用漢方藥的經驗與思考 ( 暫定 ) 

黃怡超 ISOM 理事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Re g u l a to r y  Po l i c y,  a n d  P u b l i c 
Reimbursement of NRICM-101 ( 臺 灣 清 冠 一 號 )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in Taiwan

林宜信 ISOM 理事 中醫在腫瘤免疫調節上的臨床與機轉探討 ( 暫定 ) 

王靜瓊 ISOM 理事
紅球薑促進健康老化之藥理作用機制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of Zingiber zerumbet in 
Promoting Healthy Aging

張仲民 ISOM 理事 Hanbang Healing: The Korean Way of Medicine, 1910-1945

蔡金川
義守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 教授 
奇應丸對缺血性中風患者臨床之療效和安全性評估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Kiogan on Ischemic Stroke

黃升騰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主任 

中藥可緩解活體肝臟移植術後患者因免疫抑制劑所致的腎功能損傷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lleviates renal impairment induced 
by immunosuppressants in patients post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張文德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教授 

中醫藥博物館與中醫藥推廣
Tit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eums and the 
Promotion of TCM

胡文龍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針灸科 主任

Laser Acupuncture Improves Dry Eye Disease

賴榮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醫學系 教授
卵巢反應不良針灸療法 
Acupuncture Therapy for Poor Ovarian Response"

本間 康平
東京大學農學生命科學

研究科 博士
AHCC®, nutritional Immunotherapy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Oncology

王坤謄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博士 
從傳統到現代：中藥炮製與品質控管的整合式研究與應用  ( 暫定 ) 

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
 大會邀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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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講者 / invited speaker

吳永昌
中國醫藥大學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講座教授 

清熱解毒中藥之加值研發
The Value-added of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張恒鴻
中國醫藥大學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特聘教授 

The Anti-Inflammatory Phytocompounds of the Herbal Formula 
SS-1 for Sjögren's Syndrome

陳方佩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傳統醫藥研究所

所長 

中醫三焦何以主水道 -- 探內經新解
Exploring the concept that why triple warmers referring to water 
pathway in Nei Ching

楊賢鴻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
主任 從體質調理到免疫調節：中醫在過敏疾病中的臨床實踐與研究進展  ( 暫定 ) 

洪裕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中醫系 教授 

針灸經絡物理電性研究
Physical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acupuncture and meridians

黃澤宏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部 部主任

RespireAidTM ( 順天台灣清冠一號 ) 治療季節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療效和
安全性：一項多中心、雙盲、隨機對照臨床試驗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spireAidTM in patients with externally 
seasonal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 multicenter,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吳炫璋 台北慈濟醫院
中醫部 主任

電針輔佐治療女性膀胱過動症患者之臨床療效與生活品質研究
Investigation of clinical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overactive bladder treated using electroacupuncture.

龔彥穎 台北榮總傳統
醫學部 主任

針灸 - 啟動身體自癒能力的科學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 the science of activating the 
healing power of the human body"

黃怡嘉 三軍總醫院
中醫部 主任

思覺失調症中西醫合作醫療成效 - 台灣健保資料庫分析成果
Collaborative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for Schizophrenia: 
Evidence from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Database 
(NHIRD)

沈瑞斌 台灣顏面針灸
醫學會 理事長

美顏針基本原理與臨床應用
Basic Principl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Facial Rejuvenation 
Acupuncture

施丞修 中華黃庭醫學會
理事長

皮膚外用類固醇戒斷症 (TSW) 的中醫臨床治療經驗與研究現況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current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opical steroid withdraw (TSW)

Weber 
Michel 歐洲雷射學會會長 The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Laser-

acupuncture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Longevity

李育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針灸科 主任

台灣式針灸 - 教育 / 研究 / 臨床 
Taiwan Style Acupuncture- Education/Research/Clinical practice.

陳光偉 馬偕紀念醫院
中醫部 主任

Assessment of Lifestyle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Outcome in 
Patient Undergoing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in Ukraine 
烏克蘭接受中醫治療患者之生活型態風險因子與療效評估

杜周明永壽 芹苴醫藥大學
藥學院 副院長

Advancing UPLC-MS/MS for mapping the chemical fingerprint of 
bioactive compounds in lotus leaves (Folium Nelumb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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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專場

山岡 傳一郎 日本愛媛縣立中央醫院 醫師

畝田 一司 福島醫科大學會津醫院 副教授

岡崎 弘泰 岡崎診所 醫師

神谷 哲治 東北大學醫院 針灸師

松浦 悠人 東京有明醫療大學 針灸師

中藥安全專場

鄭永勳 韓國保健福利部
韓醫藥政策官 局長 韓國韓醫藥政策的現在和發展

金南一 慶熙韓醫科大學 教授 韓國韓醫學的歷史和未來

陳俊良 長庚大學中醫系 教授 慢性腎臟病的中醫藥治療和安全性

牧野利明 名古屋市立大學 教授 孕婦漢方藥的安全性

李相憲 檀國大學 教授 中藥肝毒性的真實情況

 權勝元 慶熙韓醫科大學 教授 慢性心不全的韓醫治療指南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專場

蕭永基 研究員 阿茲海默

沈郁強 研究員兼中醫藥
臨床研究組 組長 中風

魏紋祈 副研究員 COPD

黃乃瑰 研究員 小腦萎縮

蔡耿彰 主任 台灣清冠一號二號未來的研究展望 ( 暫定 )

台灣知名中醫師臨床醫學講座

高尚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 副院長 邱鎮添 高雄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 主治醫師

蔡嘉一 臺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部 部主任 李如英 新竹市中醫師公會 理事長

蔡明諺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部主任 鄭淑鎂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 榮譽理事長

陳俊良 長庚大學中醫系 教授 林兩傳 中西醫師台灣骨傷科專家

郭世芳 大台南中醫師公會榮譽 理事長 黃明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針灸科 主治醫師

李政育 中華民國中西結合神經醫學會榮譽 理事長 黃建魁 台灣鳳陽門正骨醫學會 理事長

※  ICD-11 專場另行規劃中。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414

國內 ( 台灣 )
醫師，學者，專家：台幣 4,000 元

醫學或相關領域學生：台幣 1,200 元（需檢附有效學生證明）

國內早鳥方案
114 年 2 月 28 日前報名早鳥 :

醫師，學者，專家：台幣 3,000 元

醫學或相關領域學生：台幣 1,100 元（需檢附有效學生證明）

114 年 5 月 30 日前報名優惠 :

醫師，學者，專家：台幣 3,500 元

醫學或相關領域學生：台幣 1,000 元（需檢附有效學生證明）

其他活動
歡迎晚宴 ( 只開放給國外報名者與國內邀請講者及 VIP)：台幣 1,500 元

大會晚宴：台幣 2,000 元     

繳費方式：請使用信用卡線上刷卡

刷卡後須填寫表單及上傳刷卡截圖

報名提醒｜現場翻譯服務通知

本次大會提供英語轉中文之同步口譯服務，請有需要的與會者自行準備可上網的手機與耳

機，以便透過現場無線網路進行收聽，另外活動現場將提供翻譯連線方式與技術支援。

第 21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
註冊報方式

註冊表單連結

繳 費 連 結

大會論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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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攤位資訊

----------------------------------------------------------------------------------------------------

攤位編號 廠商名稱

A1 衡奕精密

A2 海金龍

A3 國科

A5 優利德

A6 優利德

A15 富田 ( 菲凡 )

B01 友達耘康

B02 港香蘭

B03 天一

B04 天明

B05 莊松榮

B06 衛格爾

B07 順天

B08 金記寶安

B13 力源國際

B14 安泰醫療

B15 長宏生技

C12 保良

C13 環德國際

C14 世聖

參 展 辦 法： 有意參加展示廠商請於 114 年 6 月 30 日以前，電傳參展登記表
 ( 傳真：02-29592499)，繳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19267209、
 戶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郵寄指名即期支票。
展示連絡人： (02) 29594939 分機 21 蔡小姐。 ( 詳情參展資訊請見大會網站 )

大會網站



21st

國際東洋醫學會第21屆學術大會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 Medicine

本次會議地點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座落於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二號，西臨中山南路、東臨林森南路、
南臨仁愛路、北臨徐州路。

● 交通網路

 會議中心交通極為便捷，距台北火車站、台北高鐵站、國道客運總站僅5分鐘車程，距台北捷運(紅線/淡
 水線─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藍線/市政府線─善導寺2號出口)步行約13分鐘，週邊路網順暢，參加大會
 方便。另桃園國際機場乘客可前往搭乘機場捷運至台北捷運「台北車站」後前往M8出口步行至飯店，或
 搭乘至「台大醫院站」於2號出口步行至會場。

● 交通接駁
 我們預計在大會期間，於捷運臺北車站M8出口(約距離住宿地點凱撒飯店100公尺處)安排交通車往返於
 會場與捷運站，約每30分鐘一班車不間斷。

● 週邊飯店設施
 會議中心週邊，五星飯店林立，如台北喜來登大飯店、台北凱撒大飯店、台北天成大飯店、台北國賓大
 飯店、老爺大飯店、晶華酒店等，住宿均可充分提供服務，另有最平價台灣青年旅館。

● 停車場
 會議中心停車位共有120個，優待與會者1小時為50元。大會建議多利用公共運輸系統或計程車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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