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影像是一探人體內部結構的好

方法，像是X光攝影、超音波影像、斷層

掃描、核磁共振等，都是醫療影像最常

取得的方式。還有一種「低輻射劑量醫

療影像」診斷方式，它的原理是什麼？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邀請到

西園醫院永越院區醫學影像部的陳名聖

主任來為民眾深入說明。

低輻射劑量醫療影像，最適合用於肺部

檢查

陳名聖主任表示，所謂的低輻射劑

量醫療影像，就是在傳統的電腦斷層檢

查中，搭配低輻射劑量，如此一來，人

體所受的輻射量就會降低。不少人會問，

這樣準確度會不會也跟著下降？陳主任

解釋，低輻射劑量醫療影像在偵測肺部

小結節的敏感度，遠高於 X 光檢測，效

果與傳統的電腦斷層差不多，但輻射量

約只有原本的十分之一，是早期篩檢肺

癌的最佳工具。

陳主任指出，傳統上做胸部 X 光檢

查的肺癌診斷率很低，文獻報導甚至高

什麼是低輻射劑量醫療影像診斷？1
達 90% 的肺癌在第一次胸部 X 光檢查中

沒有被檢測出來，但是做電腦斷層就不

容易有此問題。而肺部因為空氣多，與

其他軟組織相較，具有較高的對比性，

因此不需要用傳統的斷層掃描加上顯影

劑，只要低劑量輻射，就能將肺部每個

橫切面做掃描，清楚呈現出結節的位置、

大小與數目，具有精準、快速、輻射量

低等優點。

高危險群，建議 35歲開始做肺部篩檢

陳主任表示，一般而言，肺癌很少

在 30 歲以前發生。但陳主任提醒，若有

菸害、空污、長期處於石棉或礦坑環境，

或是有肺癌家族史、肺部疾病史，甚至

長期曝露於排油煙環境下的民眾，都應

該進一步追蹤與檢測，「建議這些族群可

以從 35 歲就開始做肺部低劑量輻射影像

篩檢，越早期發現問題，治癒率與存活

率就越高。」

陳主任補充，由於顯影劑可能對腎

臟造成不良反應，而低輻射劑量影像不

需要注射顯影劑，因此腎功能不佳者無

須擔心顯影劑的帶來的健康疑慮。

食藥署也提醒，若檢測出肺部有小

結節，請遵從醫師的解釋與診斷，才是

最佳的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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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器官保存庫是什麼？
拿來治療安全嗎？2
陳老師最近常抱怨舉手時卡卡的，

經檢查後發現是纖維瘤作怪，而且已侵

蝕到骨頭。經醫師評估後，決定使用「

保存庫」提供的硬骨碎片作為填充物。

術後 3 個月再檢查，確認硬骨碎片與病

人的骨頭已成功融合，順利解決了陳老

師肩膀卡卡的問題。這個「保存庫」到

底是什麼呢？

食藥署解釋，當醫院或企業從事人

體器官（含人體組織、細胞）及其衍生

物之處理或保存時，應依人體器官保存

庫管理辦法，申請設置人體器官保存庫，

以供異體移植使用。常見的使用人體器

官組織物之移植案例，除了上述的骨碎

片移植之外，還有使用來自美國的眼角

膜移植，以及使用來自荷蘭的皮膚，供

八仙塵暴傷患進行皮膚移植等。衛生福

利部 ( 下稱衛福部 ) 目前已核准的保存庫

類別包括硬骨、眼角膜、皮膚、心血管

庫等共 17 類。

保存庫內的組織物，確認無感染疑慮才

可使用

以硬骨碎片為例，其為病人經膝關

節或髖關節置換手術後所摘除的組織，

在經過病人同意後，將此組織做為製作

硬骨碎片的材料。但是在成為材料之前，

還必須要先經由醫學主管評估，確認捐

贈者沒有受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B 型

肝炎病毒、C 型肝炎病毒及梅毒螺旋菌

的感染後，以機械或人工的方式，將硬

骨組織絞成約 1 公分大小的碎片，再予

以包裝及滅菌。

上述的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品質主

管確認簽名後才能入庫，所有的操作都

是在嚴格管控的環境下進行，且執行場

所必須經食藥署依照人體器官、組織及

細胞優良操作規範查核通過。此外，製

備的每一包骨碎片都有專屬編號，用以

追溯並保障受贈者的安全。

食藥署針對核准的保存庫及其保存

的標的物皆有著嚴格把關，並確認組織

物的品質。期望大眾除了器官捐贈外，

也能提升組織物的捐贈，造福更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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