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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天冷血管收縮或緊張壓力狀態下發作。

許多人發現症狀時，已是相當嚴重狹窄甚至

發生心肌梗塞，才警覺到自己罹患心臟病。

如何檢查

臨床診斷冠狀動脈疾病往往須參考病人

症狀與非侵入性檢查，例如靜態心電圖、運

動心電圖、心臟超音波、核醫鉈 201 心肌灌

注掃描等。當有典型狹心症症狀與檢查呈現

心肌缺血反應，可考慮進一步心導管血管攝

影檢查，以確定冠狀動脈狹窄或阻塞程度。

目前由於科技進步，心臟多切面電腦斷層掃

描亦可清晰看到心臟三條冠狀動脈是否有嚴

重動脈硬化與病變，也是常被應用的心血管

檢查。

生活習慣調整的重要性

如果罹患冠狀動脈硬化疾病，除了藥物

治療外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巴，慎選健康飲

食，尤其是應避免攝取高糖份的食物及飲品

、過多紅肉或高膽固醇食物，儘量減少燒烤

油炸的烹調方式。另外，多攝取抗氧化佳的

食物，例如綠色蔬菜與瓜果；蛋白質可選擇

豆類、魚或雞肉；油脂攝取以不飽和脂肪酸

，例如橄欖油、葵花油等來烹調食物。吸菸

也是加速動脈硬化的殺手，宜儘早戒菸。

由於隨著年齡增長，肌肉會逐年減少，

新陳代謝率也會下降。適當肌力訓練與有氧

運動可以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改善肥

胖與代謝症候群，也是預防動脈硬化疾病重

要的一環。

預防勝於治療

由於醫學的進步，可以使用心導管支架

或繞道手術治療冠狀動脈疾病，但卻改不了

動脈硬化既成的事實與後續的進展。支架放

完後只會改善局部血管的狹窄程度，但不會

讓其他部位的血管病變回復到年輕時的乾淨

與彈性。因此，平時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注意三高的控制與按時服用藥物才是預防動

脈硬化疾病的不二法門。

圖說 : 黃偉春主任 (右 )和洪正中
醫師 (中 )在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左背向
鏡頭為苗栗縣徐耀昌縣長 )示範救護車心
電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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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總捐贈高雄 119 守心藥盒及藥物提
供高雄市民急救使用

根據衛生署公佈的資料顯示，心臟疾病

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其中心肌梗塞為最緊

急的疾病，變化瞬息萬千，而目前療效最好

的治療方式則是進行心導管治療打通血管。

根據研究，若救護車上配備 12 導程心

電圖機，消防緊急救護技術員在抵達救護現

場時，可立刻執行心電圖檢查，若判斷為

ST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一方面將心電圖即

刻傳給醫師再確定後，可先啟動導管室，另

一方面病人直接轉送配備心導管室的醫院，

避免轉送至無心導管室的醫院再轉院之延遲

，進而縮短血管打通時間，進一步降低死亡

率。若能在救護車上診斷為心肌梗塞時，立

即給予雙抗血小板製劑，可及早阻止血小板

進一步凝集，阻止更多血栓的產生。

高雄榮民總醫院心肌梗塞照護團隊與高

雄市政府合作，自 2011 年起於救護車上正

式建置「即時無線傳輸 12 導程心電圖」系

統，2016 年起於救護車上執行到院前給予

雙抗血小板製劑，由高雄榮總捐贈藥物提供

系統使用，因而高雄市為亞洲及全台灣第一

個於救護車上正式執行到院前給予雙抗血小

板製劑之城市。救護車抵達現場，發現病人

有胸悶、胸痛、呼吸困難、冒冷汗等疑似心

肌梗塞症狀時，消防人員將立即進行心電圖

檢查，若到院前心電圖自動判讀為「心肌梗

塞」，立即建議病人轉送就近之適當醫院 (

可執行心導管的醫院 )，並經由線上醫師的

指導，由高級救護員給予雙抗血小板製劑，

以利後續心導管治療。同時到院前心電圖經

由 3G 無線回傳至 119 消防中心，再轉傳至

心導管醫院心臟科醫師之手機或急診室，心

臟科或急診醫師可立即判讀確認心肌梗塞，

立刻緊急啟動心導管室。

截至 2017 年 1 月底，在市政府的努力

與善心人士的捐贈下，高雄市已有 35 台心

電圖配置在 34 個消防分隊，執行超過 2000

例到院前心電圖的檢查，其中有 110 位確診

為 ST 上升型心肌梗塞。這 110 位心肌梗塞

病人轉送至高雄各大醫院執行緊急心導管，

均順利打通阻塞的心血管，且有效縮短胸痛

到第一次氣球擴張時間。其中一位病人在到

院前就在救護員的協助下，服用雙抗血小板

製劑。此系統獲得 38 項國內外榮譽獎項肯

定，包括國際品質大會、亞太心血管年會、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美國匹茲堡國

際發明展金獎、及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金獎

。目前更積極推展至宜蘭縣、臺中市、新竹

縣、屏東縣、彰化縣、雲林縣及台北市消防

局上線搶救病人性命，未來將進一步推廣至

台灣及國際其他城市，全面提升國人優質的

心臟照護，全力搶救台灣及世界的心跳聲。

搶救台灣的   跳聲
高雄市亞洲首創即時無線行動傳輸救護車心電圖及
線上給藥系統 高雄榮總屏東分院醫師 洪正中

高雄榮總重症醫學中心主任 黃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