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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中風必須在最短時間

內完成診斷及治療，

才能挽救每分鐘百萬個腦細

胞的凋亡。醫學中心肩負醫

學教育及醫學研究的重責大

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位處大中部地區

的心臟地帶，是患者在病發第一時間的救命

重鎮，基於強烈的使命感，本院腦中風中心

積極與全球最先進的臨床研究接軌，同時研

發及引進國際級的臨床研究與試驗，希望能

避免更多個人或家庭被腦中風逼入絕境。

國際級的新藥研發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

段：新物質的篩選，動物毒、藥理試驗，人

體的臨床試驗。為了尋找這些具有發展潛力

的新物質，科學家們往往需要耗費4、5年以

上的摸索，經歷無數次的失敗，才能從數以

萬計的物質中，找到兩三個新物質通過重重

考驗，取得資格，進入人體臨床試驗。

新藥在人體的臨床試驗又可劃分為4個

階段（Phase I、II、III、及IV）。在臨床試

驗的第一階段（Phase I），主要目的為確認

人體所能忍受的劑量範圍，瞭解藥物在人

體的吸收、分布、代謝、排除情形，所以試

驗對象為健康的志願者。臨床試驗第二階段

（Phase II）為選擇少數病患（約100名），

試驗目的主要是初步觀察該藥物可能的療

效，以確定適當的治療劑量與範圍，並提

供是否進入臨床試驗第三階段（Phase III）

的參考。臨床試驗第三階段（Phase III）為

大規模的多國多醫學中心的聯合試驗（有

數百人、數千人、甚至數萬人參與），目的

為客觀確認藥物的療效、適應症、交互作用

等，因此這個階段的試驗所花費的人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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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金錢最為龐大。至於臨床試驗第四階段

（Phase IV）則為藥物上市後的監視，進行

長期追蹤，為消費者的生命安全把關。

2002年8月《自然》雜誌（Nature）發

表的評論文章中指出，所有研究型大學及

醫學中心都有責任培育誠信、正直及科學的

研究環境。文章中也指出優異的科學研究除

了應具有完備的實驗設計、全面和真相的結

果報告，以及誠實的同行評判之外，更應提

供研究對象良好的照顧。本院神經醫學部門

多年來進行多項與國際接軌的全球性、多

中心、第二期與第三期的臨床研究及臨床試

驗，醫療團隊用盡心力，不分日夜且全年無

休的妥善照顧研究對象，所有作為正符合上

述要求。

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等，

均有全國腦中風病患完整的病況分布、危

險因素、治療過程與治療方法的利弊得失分

析，國家醫療主管單位、醫療院所及醫療專

業人員方能依此修正醫療策略與治療方針。

去年開始，台灣著手進行全國性腦中風病患

的病況分布、危險因素、治療過程與治療方

法的登錄及資料蒐集，本院不但是此一計畫

在中部地區的重鎮，還同時參與其他全國性

與國際性高血壓及腦中風的調查研究。國

際級的腦中風臨床研究及臨床試驗是一條漫

長、艱辛的道路，我們將責無旁貸的全力以

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