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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巴友心情

巴金森治療的知性與感性
專訪竹山秀傳醫院神經科主任林瑞榮

專注於動作障礙臨床研究與服務的台灣

動作障礙學會理事長林瑞榮醫師，接觸

無數巴金森患者，其後，又發現自己竟

也是巴金森病患家屬。身兼雙重角色，

又往返於台北、南投之間，林醫師對巴

金森的觀察與感觸既深且廣，他說：「巴

金森的治療與照護，是一門藝術。」

奔波於南投竹山醫院、台北中山醫院、台

中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之間的林瑞榮醫師，

同時也是台灣動作障礙學會常務理事，可說

是專注於動作障礙領域的專家。由於動作障

礙是巴金森病最主要的症狀，因此，林醫師

的病患也以巴金森患者居多。

與巴金森的不解之緣

從醫學院畢業開始服務病人之初，林醫師

便忠於自己的興趣，選擇了當時相對冷門的

神經科，跟著他的啟蒙恩師三總張明基主任

學習。由於張主任是國內動作障礙研究的先

驅，林醫師也因此很早就開始接觸動作障礙

的病人。

1995年，因參與一項腦胚胎移植治療的研

究計畫，林醫師更加廣泛地接觸此類病人；

2000年，則前往美國亞特蘭大神經學中心，

跟隨兩位大師級的學者領略深腦刺激術，進

入電生理學的領域。凡此種種，都讓林醫師

與巴金森病患的緣分更深一層；然而，最讓

林醫師訝異的，卻是自己的父親。

原來早在林醫師旅北求學階段，父親即已

出現巴金森病的初期症狀，母親為了不讓他

擔心，一直自己默默扛著照顧之責。卻也因

此，有許多長期用藥所衍生的問題，都沒能

及時處理，母親除了無助地承受，也只能求

助於非科學的力量。母親的隱忍，讓林醫師

驚覺照顧者觀念的重要。

資訊落差導致病患照護大不同

後來，林醫師為了孩子的健康問題請調

中部，轉往相對偏遠的南投竹山秀傳醫院服

務。這樣的轉變，讓來自台北都會區的林醫

師深深感受到，醫療資源與資訊的落差，造

採訪／趙瑜玲

撰稿／張硯甯

林醫師以一個病患家屬的心情，更能體會照

顧者的重要。他建議家屬一定要學習關於巴

金森的種種知識，包括病程、用藥等等，才

能給予病人正確的照顧與適時的鼓勵。

而身為一個醫者，林醫師認為巴金森的治

療是很複雜且多面向的，病情顯現在每一個

患者身上的狀況不盡相同，醫生對應的方式

也因人而異；而且，正因為巴金森將與病人

相伴一生，巴金森醫師與病人的夥伴關係也

將長長久久。林醫師覺得，「這可說是一門

醫生與病友共同創作的藝術。」

醫師繼續教育為病患之福

為了提昇國內醫界在巴金森病及動作障

礙照護方面的專業能力，林醫師表示，台灣

動作障礙學會特別設置教育委員會，專責推

動醫護人員在此領域的繼續教育，透過研討

會、講座等方式，加強醫師們的學習。在與

國際接軌方面，林醫師十分推崇學會前任理

事長吳瑞美教授於2011年所籌辦的亞太巴金

森症暨動作障礙學術研討會。

提起「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的成立，林

醫師特別回憶道：1995年，他為了胚胎移

植治療之研究到台大醫院向吳教授請益，吳

教授當即給予專業指導，切中要點卻態度謙

和，讓他印象深刻。而吳教授對病人關懷、

對研究認真的態度，更成為他做為一個醫者

的最佳典範。也因為這第一次的請益，埋下

日後與吳教授共同創立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的

機緣。林醫師衷心期盼透過學會的努力，提

升國內巴金森患者的照護水準，並拉近城鄉

差距，讓每一位患者都享有相同的關照與福

份。

成病患照護上極大的城鄉差距，這種現象普

遍存在病人自覺、醫病溝通、遵從醫囑，甚

至照顧者的照顧觀念等各方面。

例如，林醫生發現非都會區的巴金森患者

自覺性較低，常有病患主訴自己「突然」生

病了，事實上這些症狀早已持續兩三個月，

甚至長達三年，卻一直被忽略或忍耐著。就

醫後，病患遵從醫囑的習慣也較差，常見病

患就醫幾次後便「失聯」不再回診，轉而嘗

試另類療法；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回來時，病

情已惡化了相當程度。非都會區因為用藥不

當而引發的「次發性巴金森症」病人比例也

比都會區高；幸好這種情況在接受正確處理

後，即能慢慢康復。

此外，非都會區因為醫療資源不足，大醫

院少，中小型醫院診所對神經科領域較不熟

悉，巴金森病的專業醫護人員更是缺乏。因

此，醫護人員的繼續教育十分迫切。

醫病共舞灌溉生命之花

相對的，都會區的病人故然因為資訊充

足，醫病溝通較容易；年輕的家人也較能就

近照顧，給予患者足夠的支持。然而，卻有

不少病患或家屬「太聰明」，自行研究用藥

資訊後逕自調整藥量或停藥，反而影響治療

效果。

林醫師懇切地分享他的心得：「巴金森

的治療與照顧，有它的藝術性。」他說，上

帝並沒有縮短巴金森病人的生命，只是給了

他們不同的歷程。正因為巴金森病不會影響

患者的思維能力，因此病人容易有較重的挫

折，甚至引發憂鬱症。「巴金森病患彷彿是

容易凋萎的花朵，需要持續不斷的灌溉。」

巴金森治療的知性與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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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林醫師更加廣泛地接觸此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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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醫師訝異的，卻是自己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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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巴金森病的初期症狀，母親為了不讓他

擔心，一直自己默默扛著照顧之責。卻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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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並沒有縮短巴金森病人的生命，只是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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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森治療的知性與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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