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醫師公會第七屆醫療奉獻獎表揚事蹟一覽表 

得 獎 者：郭漢崇 

服務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表揚事蹟： 

郭漢崇醫師現任花蓮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泌尿科主任及慈濟大學醫學院

泌尿學科教授兼主任，為本院最資深之醫師。花蓮慈濟醫院自啟業以來，郭

漢崇醫師即開始支援本院臨床業務，民國七十八年開設泌尿科，開始了在花

蓮的行醫路，加入醫療拓荒的行列。在本院服務二十六年期間，創辦了慈濟

醫學雜誌，積極推動臨床及研究工作，致力於泌尿科之發展，服務過的病人

無數。郭漢崇醫師平時除了專注於臨床工作之外，對於研究與教學亦不遺餘

力。現任台灣泌尿科醫學會理事長及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理事，對於全國性

事務亦十分熱衷及投入。 

民國九十一年，郭漢崇醫師成立「排尿障礙治療中心」，專注於排尿障礙之

致病機轉及最新治療，是國內唯一具有排尿障礙治療中心各項設備及人員訓

練的中心。除了積極訓練錄影尿動力學技術員、骨盆底肌肉運動及生理回饋

治療排尿困難之技術員，並首創國內第一個使用電生理學檢查排尿障礙。近

年來，亦有新加坡及大陸醫療人員前來學習。長期以來，國內缺乏臨床尿路

動力學相關的專業書籍及訓練課程，有鑑於此，二十幾年來，郭漢崇醫師親

自做了一萬多次的檢查，針對檢查中所發現的問題致力於臨床研究工作，他

將自己的經驗傳承，於民國九十二年撰寫一本「臨床尿路動力學」，讓國內

的醫師、護理人員及技術員有一本淺顯易懂的書可做參考，對於泌尿科臨床

醫療幫助極大。且在一百零一年更編撰一本「實用尿路動力學」，除了內容

更紮實更深入之外，在每個章節中亦提供實例探討，更可讓年輕醫師及尿路

動力學從業人員，得到相當好的參考。 

二十六年來，郭漢崇醫師臨床與研究並重，在臨床方面，積極照顧東部民眾

的健康，除了一般泌尿科之病患，對於尿路結石、尿路腫瘤、小兒泌尿科、

老人泌尿科等等。特別在排尿障礙及尿失禁的診斷及治療方面，例如婦女應

力性尿失禁的創新手術、下尿路功能障礙之尿路動力學診斷、脊髓損傷排尿

機能變化及併發症之治療、男性前列腺肥大症之診斷及創新治療、以及膀胱

過動症之膀胱內灌注仙人掌毒素及肉毒桿菌素注射之最新治療，均有相當卓

越的貢獻。郭醫師擅長於利用臨床的病人診斷及治療，作為臨床研究的基

礎，並且能夠深入的利用國外各種轉譯型研究及動物實驗之成果，巧妙的運

用到人體的臨床研究及治療上面。因此，有不少診斷及研究方面的創新，發



表於國內外的醫學期刊超過四百篇以上。郭漢崇醫師首創將肉毒桿菌素注射

於尿道括約肌，以解決低收縮力膀胱的排尿問題，並且讓病人可以恢復正常

的排尿，其成果對於國民健康和提升病人的排尿生活品質具有相當重要的突

破。郭漢崇醫師排尿障礙的研究，不僅在國內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由網路上 Biomed Experts 郭漢崇醫師更是名列膀胱過動症、

肉毒桿菌毒素、神經生長因子及尿路動力學，單項研究前 20 名內之學者，

可見其臨床服務及研究，已達國際水準，論文數量亦相當可觀。 

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之餘，郭漢崇醫師更積極致力於醫學教育，編寫排尿

障礙及尿失禁相關之教科書及單行本超過二十冊，這些書籍已成為國內泌尿

科、婦產科及相關護理人員必備的參考書，是國內少見能夠有豐富及完整著

作的醫師。郭漢崇醫師於九十四年出版的「涓涓人生」，是將其平時在臨床

上與病人的互動中，所發生感動人心的故事化成篇篇的文章，獲得了中國時

報美好生活推薦書「二 00 五開卷好書獎」。除此之外，於民國九十六年出版

了國內本土第一本泌尿科的專業教科書「泌尿學」，使得國內的年輕醫師、

醫學生及護理同仁有一本相當完備的教科書可參考，更於一百零一年邀集九

十七位在台灣學有專精的醫師們共同執筆，出版了「臨床泌尿學」教科書，

內容共一百零一章的巨著，提供國內醫學生、護理人員，甚至是年輕的醫師

們第一手最即時快速的參考資料。 

郭漢崇醫師對於弱勢團體的照顧一向不遺餘力，尤其是脊髓損傷病患的照

顧。從民國八十六年開始，除了在花蓮地區對花蓮縣脊髓損傷者協會舉辦義

診活動及衛教講座之外，更與各縣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合作，利用週末親赴各

縣市協會為脊髓損傷患者進行身體檢查及衛教，服務的脊髓損傷患者超過

2,000 名。脊髓損傷病患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人，他們必須仰賴輪椅或是

拐杖生活，脊髓損傷會造成患者許多下尿路功能的障礙，例如尿失禁、排尿

困難、腎水腫、反覆尿路感染及慢性腎衰竭。這些下尿路症狀及泌尿系統併

發症，可能會使得慢性脊髓損傷病人生活品質變差。儘管醫界多半對此類病

患仍然採取消極的治療方式，例如留置導尿管、恥骨上造瘻，來治療這些病

人的排尿問題。雖然可以帶給病人方便，相對的也讓病人終其一生與導尿管

或是尿袋為伍，造成生活上的諸多不便，而且也讓病人不敢進入社會中，害

怕大家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 

然而我們對於脊髓損傷病患排尿障礙的診斷及治療，仍然採取積極的治

療態度，維持一定的標準化診療流程，依脊髓損傷病患不同的受傷部位，以

及不同的泌尿系統障礙和併發症，我們依一定的標準化的流程來進行診斷及



治療，讓每一位脊髓損傷的病患，均能找出最適合他們的治療方式。由於郭

漢崇醫師所領軍的排尿障礙醫療團隊對於脊髓損傷病患的用心照護及陪

伴，在一百零一年也榮獲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SNQ 國家

品質標章」。 

郭漢崇醫師近年來帶領國內其他醫院的醫師們，進行有關肉毒桿菌毒素

A治療脊髓損傷病患的神經性膀胱之研究。肉毒桿菌毒素 A已獲得美國 FDA、

歐盟 FDA 的許可。在臺灣，經由郭漢崇主任帶領國內其他醫師們一起努力之

下，利用肉毒桿菌毒素 A在神經性因膀胱過動症的尿失禁的治療上，在今年

八月也獲得衛生福利部的核准，預計年底將可獲得健保局的給付。此一政

策，將使得全台灣數以萬名的脊髓損傷併有尿失禁的病患，能夠得到較好的

治療方式。使得原本留置導尿管或是恥骨上造瘻的病患，可以擺脫與導尿管

和尿袋為伍的日子，讓他們可以更有自信的走出家庭，走進社會，使脊髓損

傷者重拾人性的尊嚴。 

郭漢崇醫師是本院相當資深、相當優秀的醫師，不論臨床、教學、研究，均

受各界肯定。而且其臨床研究成果，為全世界研究排尿障礙及尿失禁學者專

家所重視，在醫學學術專業領域有相當的研究貢獻，足為台灣醫療的典範。 

【獲獎記錄(101 年~103 年)】 

1. 101~102 年度衛生署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最佳主治醫師」。 

2. 101 年度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研究績效卓越獎」。 

3. 102 年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國內外醫學雜誌論文獎-臨床組」。 

4. 103 年台灣泌尿科醫學會「紀念謝有福教授論文獎」。 

5. 103 年度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優秀研究論文獎資深人員組」。 

 

得 獎 者：吳澤民 

服務單位：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表揚事蹟： 
1. 台大醫學院畢業，取得專科醫師資格後，隨即從台北下鄉到偏遠的花蓮來

服務。 

2. 從放射科草創時期，一路篳路藍縷，只有一位主治醫師辛苦經營，一直努

力至今有四位主治醫師並且成為設備完整的醫學影像科。 

3. 雖工作繁忙仍不辭辛勞的熱心教學各科年輕醫師、PGY 醫師、實習醫學生

及專科護理師。 

4. 在花蓮門諾醫院任職，於民國 83 年迄今二十年，數十年如一日，每日耐

心仔細的為花東地區的病患檢查判讀Ｘ片。 



5. 合作推動花蓮各鄉鎮婦女乳癌篩檢，於 95 年開始提供「乳房Ｘ光攝影車」

專車接送，受檢人數從 94 年 625 人增加至 95 年 1371 人，目前仍持續增

加中。 

6. 於 90 年至 93 年兼任醫技部主任，建立並管理醫技人員的各項制度，使其

上軌道。 

   個性隨和親切和睦，工作化繁為簡有效率，與各科醫師醫療事工合作融     

   洽，共同為醫治病患努力。 

得 獎 者：林秀雄 

服務單位：林小兒科診所 

表揚事蹟： 
推薦理由及傑出貢獻事蹟:                   

1.民國 82~103 年期間，共擔任 4屆花蓮縣醫師公會理事長(85~88, 88~91 , 

94~97, 97~100)，1 屆理事(82~85)及 3 屆常務理事(91~94, 100~103, 

103~ )，21 年來持續參與公會事務，熱心服務會員，勇於任事，善於溝

通、協調，使花蓮醫界一片和諧，並且積極提升醫界形象及影響力，成績

斐然。 

以下事績為四任理事長內所提議及努力推動者。 

(1)民國 85 年 4月起，為因應醫療環境的丕變，加速協調溝通，以提升因

應效率，將每 3個月召開的理監事會，改為每個月召開一次，其後一

直延續迄今，成效良好。  

(2)民國 91 年 1月積極洽購會館隔壁 2間空房，使會館面積由 38 坪增至

90 坪，而得於次年擴建為具有完善功能的會館。 

(3)為了讓會員快速獲得有關訊息，於民國 85年 6月起設置本會獨特的「會

訊」方式傳達消息，讓服務於不同單位的會員，都能即時知悉有關資

訊。 

(4)民國 88 年提議設置本公會優良醫師表揚，並持續推動有成，迄今已舉

辦 15 屆，頗獲社會各界好評。 

(5)民國 97 年再提議設置本公會醫療奉獻獎表揚，亦持續推動有成，迄今

已舉辦 6 屆，甚獲社會各界肯定。 

2.民國 87~93 年期間，擔任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87~90, 90~93)積極參與全

聯會理事會及全聯會各委員會事務。 

3.國 90~96 年期間，擔任全聯會基層總額執委會委員，積極爭取東區基層醫

療院所權益，不辱使命。 

4.民國 90~103 年期間，擔任東區基層總額委員會委員，並曾擔任主任委員

數年，為維護東區基層權益及福祉努力不懈。 

5.民國 88~102 年期間，積極參與自殺防治工作，共擔任 4屆花蓮縣生命線



協會理事長( 88~90, 90~92,  94~96, 96~98 )，1 屆常務理事(92~94)，

2 屆常務監事(98~100, 100~102)，現為榮譽理事長。15 年來領導花蓮生

命線志工，提供諮商、協談及社會服務工作，成效卓著，使花蓮縣生命線

成為全國績優社會服務團體。 

6.民國 85 年迄今，一直擔任花蓮縣醫療廢棄物共同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

副主任委員，協調花蓮縣所有醫療機構醫療廢棄物之共同焚化處理，維護

花蓮縣之環境清潔、衛生，績效卓著。 

7.民國 66年 10 月，在當時東部地區非常缺乏小兒科醫師的情形下，自台北

市立中興醫院小兒科返鄉，在省立花蓮醫院服務 6年，72 年 10 月在花蓮

市開設小兒科診所，迄今在花蓮執業已 37 年，懸壺濟世期間，視病猶親、

親切看診，甚得病患信賴。 

8.參與各公務機關之相關委員會，協助社會服務工作之推動。 

(1)花蓮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推動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2)花蓮縣健康城市推動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3)花蓮縣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4)花蓮縣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5)花蓮縣醫師懲戒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6)花蓮縣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7)花蓮縣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8)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花蓮縣政府) 

(9)花蓮縣政府廉政會報委員(花蓮縣政府) 

(10)花蓮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委員會委員  

(11)救國團花蓮縣團務指導委員會委員 

(12)財團法人花蓮縣文化基金會董事 

(13)花蓮縣優秀清寒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14)台灣兒科醫學會基層醫療事務委員會委員 

得獎紀錄:  

(1)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89 年模範職業夫妻 

(2)花蓮縣 90 年模範父親  

(3)花蓮縣醫師公會第四屆優良醫師（91 年） 

(4)花蓮縣 92 年敬軍模範 

(5)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98 年度醫療典範獎 

(6)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11 防疫獎勵個人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