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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重大發現

●      多發性硬化症 逾3成發病1年後才確診

正值雙十年華的林小姐，過去四年內數度

發生手腳、臉部麻痺症狀，看遍中西醫卻找

不出病因，一度還以為得了焦慮症，去找精

神科醫師；困惑多年後，今年五月終於確診

禍首是罕見疾病「多發性硬化症(MS)」。根

據一項藥廠完成的調查，國內MS病友三分之

一以上都在發病一年後才確診，能在三個月

內確診者不到四成；且許多人在找對神經科

之前，都有輾轉各科的經驗，其中最常造訪

的是眼科、其次是內科。

這種病在國內已列健保重大傷病，全國登

記有案者589人，盛行率約十萬分之2.5，遠

低於日本的十萬分之10，歐、美的十萬分之

4、50；但專家認為，台灣未必病人少，而是

未診斷者多，因為目前幾乎八成患者集中北

部，推測中南部的誤診率恐不低。

雖然MS尚無法根治，但及早注射干擾素，

兩年再發病機率可減少一半；但干擾素一年

藥費三、四十萬元，健保審查嚴格，目前用

藥的患者僅三分之一左右。

●        出賣卵子 高風險 

 稍有不慎 可能損及健康

針對有女大學生為了錢而出賣卵子一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前理事長李茂盛期期以為

不可，因為這畢竟是個高風險的醫療處置，

稍有不慎，可能損及健康，甚至賠上一命，

怎麼說都划不來。

李茂盛說，婦女取卵是個相當漫長而艱

辛的過程，前後兩個月內，當事人必須接受

六、七次的抽血及超音波檢查，更要打上近

70針的促進排卵合併腦下垂體抑制劑的針

劑，確是痛苦。

此外，全身麻醉有其風險；取卵時，也有卵

巢扭轉引發腹膜炎，及卵巢過度刺激而造成腹

腔、胸腔積水的可能，同樣不能掉以輕心。

●        研發蛀牙疫苗 老鼠實驗成功

葡萄牙科學家15日說，他們已研發出一支

蛀牙疫苗，且在老鼠身上實驗成功，為研發

出適用人類的疫苗舖路。

奧波多大學研究員費蕾拉說：「我們的發

現是，注射這種蛋白質疫苗的老鼠蛀洞比對

照組老鼠小得多。研發出人類用疫苗仍需假

以時日，而且還要先對猴子進行實驗。除此

之外，我們也需要研究經費。」

費蕾拉說，用老鼠做實驗的原因，在於老

鼠的蛀牙類型類似人類。費蕾拉是研發這支

疫苗的三名科學家之一，他們三人已在葡萄

牙取得專利權，目前正在美國申請專利，同

時在美國找尋贊助研究的經費。

蛀牙是全球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形成原因

是口腔內細菌產生的酸腐蝕牙齒。各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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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都在埋首研發疫苗，希望能消滅在口腔內

製造這種酸的細菌，保護牙齒。

●  輝瑞發表戒菸新藥varenicline 

試驗顯示，輝瑞戒菸新藥varenicline的

效果優於市面上的戒菸藥，但部分專家對戒

菸藥抱持更大希望，認為這支藥的效果並不

符合他們的期望。

在歐洲共對2000人進行幾項研究顯示，以

varenicline進行初步治療後一年，戒菸者的

比例仍有22%，戒菸藥「耐煙盼」(Zyban)組

的比例是16%，安慰劑組是8%。研究報告在美

國心臟學會舉行的會議上發表。

主持心臟學會專案委員會的德拉瓦心臟科

醫師賈德納說；「藥廠或許對這樣的結果感

到高興，但是這個結果比我預期的效果低。

我不知道一年後22%的戒菸率是否符合大家對

戒菸藥的期望。」

健保與政策

●        健保局加強查核補漏 

 鎖定企業雇主及經理人

健保財務入不敷出，迫使中央健保局緊盯

國人是否按實申報健保費。健保局昨表示，

已於今年4月調高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

的健保投保金額為13萬1700元，但仍有少數

雇主故意高薪低報，因此該局近日推動查核

專案，已鎖定大型企業雇主及高薪經理人列

為查核對象，如果發現低報情形，將逕予調

高保費。

健保局承保處經理王怡人指出，該局每年

會例行查核被保險人投保金額查核作業，並

以第一類公民營機構的受雇者及第二類職業

工會勞工為查核對象，以今年4月至10月執行

專案為例，可望增加15億元收入。

尤其是今年4月1日起，衛生署採多元微調

方案，調高健保投保金額上限，由原本最高

投保薪資為8萬7600元，調整為13萬1700元，

凡是落在這些薪資級距的高薪者，每個月的

健保費也都要跟著調高。

健保局說，對於高薪低報的老闆或經理

人，將會寄出調高保費通知單，被保險人若

於一個月內未申覆，或申覆理由不被接受，

該局依法可逕行調高健保費。

●        西醫照會中醫 健保明年試辦 限教學醫院

提出申請給付中風、褥瘡等住院病患

中國大陸施行中西醫合併治療已有多年歷

史，但台灣卻受限於中西醫的隔閡，許多民

眾因病住院若想找中醫、吃中藥，往往只能

偷偷摸摸；所幸，經過中醫界的爭取，中央

健保局最近已同意，西醫照會中醫的健保專

案計畫，自明年起上路，而適用的病患以中

風和褥瘡的住院病患，以及小兒氣喘、腦性

麻痺的日間照護病患，照會的中醫師可獲給

付診察費，而且可開具科學中藥。

根據調查發現，逾三成的病患除了看病找

西醫治療外，也會私下求治中醫，尤以罹患

慢性病和氣喘、中風等重大傷病的患者，更

是經常暗地裡吃中藥，有的醫師採嚴格禁止

方式，有的醫師則抱持只要病患不干擾到正

常醫療處置及用藥，就會「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不過，明年起，只要符合資格的試

辦醫院，住院的病人可望光明正大地請求中

醫會診。不過，為避免該試辦計畫並未同意

住院病患申請院外的中醫師會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