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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現場掛號服務 ( 上午八時起 )

一般門診一般門診

上午診 於 11:30 前受理掛號

下午診 於 16:30 前受理掛號

夜　診 於 20:30 前受理掛號

兒童發展中心初診兒童發展中心初診

上午診 於 11:00 前受理掛號

下午診 於 15:30 前受理掛號

C、語音掛號服務 (24小時服務 )

服務電話：04-7225152

B、人工電話掛號服務 ( 上午八時起 )

服務電話：04-7225132

上午診 於 10:30 前受理掛號

下午診 於 16:00 前受理掛號

夜　診 於 20:00 前受理掛號
● 預約後，請於看診當日直接到診間報到候診。

D、初診預約掛號服務

服務電話：04-7225132
● 完成初診電話預約掛號之後，看診當日須

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到一樓掛號櫃台抽取號

碼牌及填寫初診基本資料表，完成全部掛號

手續後再到診間候診。

E、看診時間

上午門診 08:30 開始 12:00 結束

下午門診 14:00 開始 17:00 結束

夜間門診 18:00 開始 21:00 結束
● 週六下午停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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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常用於控制嚴重的病症或器官損害。然而長期使用

全身性類固醇可能帶來副作用，醫生會盡量控制劑量

和使用時間，長期使用時盡量減少每日總劑量不應超

過 5mg。隔 2 日一次給予方式可避免類固醇的副作

用。(4) 免疫抑制劑：對於嚴重的症狀或器官損害，免

疫抑制劑可能被用於抑制免疫系統的過度活躍。常見

的免疫抑制劑包括 : 癌得星 Cyclophosphamides 
[Endoxan]、 移 護 寧 Azathioprine[Imuran]、 環

孢 靈 或 新 體 睦 [Cyclosporine] 和山喜多或 睦 體 康 
[Mycophenolate]。對於嚴重狼瘡腎臟發炎，健保已給

付免疫抑制劑山喜多或睦體康 [Mycophenolate]藥物。

(5) 生物製劑：對於一些難治性的病例，生物製劑 [ 莫須

瘤 Rituximab 與奔麗生 Belimumab] 可以用於抑制 B
細胞信號降低高疾病活動度，並減少類固醇使用量。生物

製劑 [ 奔麗生 Belimumab] 專為紅斑性狼瘡治療並獲

核准的生物製劑，是可降低紅斑性狼瘡患者高疾病活動

度標靶治療。台灣 FDA 已通過 6 歲以上可使用，但可惜

健保尚未給付。

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適當的自我照顧也對疾病管
理至關重要，如 : 適度休息、避免壓力、避免感染、避免過

度暴露陽光或加強防曬措施、避免使用含高劑量的女性

荷爾蒙的避孕丸。此外狼瘡患者可適度補充低飽和性脂

肪與高魚油飲食，而使用口服類固醇患者應補充鈣質及維

他命 D。當用藥治療後主要症狀達到臨床緩解後，可嘗試

慢慢降低口服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的劑量。若患者沒有

臨床症狀，但抽血仍有免疫活性 ( 如抗體偏高，補體下降 ) 
時，患者是可以考慮口服奎寧。若免疫活性持續穩定，也

可以考慮不用增加藥物種類或劑量，但需密切追蹤，以便

在病情變化時儘速調藥。

紅斑性狼瘡紅斑性狼瘡診斷治療新知診斷治療新知
全 身 性 紅 斑 性 狼 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簡稱為 SLE）是一種全身自體免疫性

疾病。因自體免疫系統失調，產生自身抗體攻擊自身細胞

和組織，導致發炎和組織損害，可以影響身體的多個系統

和器官。紅斑性狼瘡的命名可回溯到十九世紀，有皮膚科

醫師觀察到患者鼻樑和兩頰有明顯的紅斑，像狼咬過的

傷痕，因此”LUPUS” 乃譯自拉丁文狼的意思。

紅斑性狼瘡好發於育齡的婦女，盛行率約 1/1000，
女比男約 8~10：1，但兒童也可能會得到此症，特別是進

入青春期的女童。致病機轉與個人基因、外在環境、荷爾

蒙的交互作用，以及免疫系統的異常有關。研究發現紅斑

性狼瘡患者的家族成員得到紅斑性狼瘡的機會也較一般

人高。另外病毒感染、紫外線、壓力，特別是服用含動情

素之避孕藥或懷孕等也是常會使本病惡化的因素之一。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的症狀每個人均不盡相同。有些

人可能一發病便侵犯中樞神經、腎臟、心臟等重要的器

官，也有人終其一生只有輕微關節症狀。2012 年以前的

診斷主要是依據美國風濕病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提供的 11 點診斷標準中至

少符合 4 點，便可診斷紅斑性狼瘡，診斷標準為：(1) 臉
上之蝶形皮疹 (Malar rash)。(2) 盤狀紅斑 (Discoid 
lupus)。(3) 光過敏 (Photosensitivity)。(4) 口腔潰瘍 
(Oral ulcer)。(5) 關節炎 (Arthritis)。(6) 漿液膜炎 ( 
Serositis)，包括有肋膜炎或心包膜炎。(7) 腎炎：腎臟受

損表現為蛋白尿或紅細胞尿。 (8) 神經系統病變。(9) 血
液異常：溶血性貧血、白血球減少或血小板減少。 (10) 自
體免疫抗體 : 包括 Anti-dsDNA 或 Anti-Sm 抗體陽性

或抗磷脂抗體檢測陽性。(11) ANA（抗核抗體）檢測陽性。

2012 年以後新的標準，改為需在臨床表徵及實驗室檢驗

項目中，二者皆有出現症狀且總共大於或等於四項以上檢

查結果，或腎臟切片證實為狼瘡腎炎加上至少 ANA( 抗
核抗體 ) 或自體免疫抗體 Anti-dsDNA 抗體一項陽性才

能確定是紅斑性狼瘡。

紅斑性狼瘡的治療目標為減輕症狀、控制疾病活動

性，並防止器官損害。通常以病情嚴重程度、器官受損程度、

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作為制定治療計劃的依據。狼瘡病

患最主要併發症是腎炎，當病患出現嚴重蛋白尿或腎功能

受損，則需要腎臟切片評估嚴重度與治療預後。約有 1/3
的病患在發病初期腎臟即受到侵犯；而發病五年以上的患

者，約有 70% 腎臟受到侵犯。腎臟受到侵犯，在早期可積

極治療可獲得改善，但少數病人會進行至末期腎臟病，也

就是所謂的尿毒症。

常 見 紅 斑 性 狼 瘡 藥 物 治 療：(1) 奎寧（必賴克婁，

抗瘧疾藥）：是風濕免疫科使用已有百年歷史的第一

個免疫調節藥物。每個紅斑性狼瘡病人都應考慮使用

奎寧。(2) 非類固醇抗炎藥（NSAIDs）: 可以緩解關節

疼痛和發炎。(3) 類固醇：口服或靜脈輸注的類固醇藥

陽明大學臨醫所醫學博士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 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部定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兼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風濕關節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免疫醫學會專科指導醫師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專科指導醫師 
中華民國兒童胸腔醫學會專科指導醫師 
中華民國兒童急診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理事

學 歷

經 歷

現任
蔡易晉蔡易晉
主治醫師主治醫師

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 蔡易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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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貝西氏症 兒童貝西氏症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長榮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主治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科部住院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科部總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科部風濕免疫科研究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小兒急診科主治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小兒急診科主任

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兒童氣喘及免疫過敏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風濕學會醫師

中華民國免疫過敏專科醫師

學 歷

經 歷

現任

兒童貝西氏症兒童貝西氏症 
(Pediatric Behçet's disease)

貝西氏症是一種全身性的血管炎，為健保重大傷病之

一。最初由 Hulusi Behçet 醫師發現並命名，為口瘡、

生殖器潰瘍（男性主要在陰囊，女性主要在陰唇）和葡萄

膜炎三者高度相關的疾病。此病因具有獨特的地理分佈

( 中東，地中海盆地 ) 及人種相關性，所以又為絲綢路之病 

(Silk road disease)。

兒童貝西氏症的臨床特徵及併發症：
貝西氏症患者好發年齡為 20-30 歲，但約有 15-

20% 的患者早在兒童時期就發病。主要症狀有皮膚粘膜

發炎導致反覆的口腔、生殖器潰瘍；關節炎引發週邊及中

軸關節疼痛；眼睛葡萄膜炎造成的紅眼、視力模糊、畏光；

神經系統侵犯產生的頭痛、偏癱、甚至癲癇；血管炎造成

的動靜脈栓塞併發症；與發炎性腸道疾病無法區隔的肚痛、

嘔吐及嚴重腹瀉。文獻顯示腸道、神經、關節的症狀常見

於兒童，而生殖器及血管病變則以成年患者居多。

兒童貝西氏症與成人的差別除了年齡之外，疾病嚴

重度較成人低，且預後較佳。由於兒童病程進展緩慢，

通常需要數年（平均３年）才能完整的表現臨床症狀，造

成疾病初期常被診斷為反覆性口腔潰瘍的發帕症候群

(PFAPA)，或是自體免疫疾病相關的血管炎，進而影響確

立診斷的時機與治療。

兒童貝西氏症的流行病學及病理機轉：
貝 西 氏 症 非 傳 染 病，全 球 貝 西 氏 症 盛 行 率 為

10.3/100,00，但尚無兒童患者的盛行率資料，兒童發

病年齡主要落在 5 至 12 歲。貝西氏症的病理機轉至

今仍未完成被瞭解，其中的免疫機制包含了自體免疫、

自體發炎及血清陰性脊椎關節病變 (Sero-negative 

spondyloarthropathy)。目前公認的觀點為感染及環

境因素觸發了具有遺傳易感性的個體（HLA-B51）產生了

上述的病理免疫反應，最終發展為完整的臨床表徵。 

兒童貝西氏症的診斷：
貝西氏症的診斷主要以臨床表現為依據，並無特定

的實驗室檢驗數據可用來確診。成人最常用的診斷標準

是 ISG Criteria (1990)。然 而

兒童的貝西氏症患者因病程發展

緩慢，無完整的臨床表徵是造成

診斷困難的最大因素。目前兒童

患者可依據兒童貝西氏症研究團

隊 (Pediatric Behçet Disease study group) 提出

的診斷標準，其中小於 16 歲的兒童，反覆性口腔潰瘍非

必要條件、皮膚過度反應檢測 (Pathergy test) 不列入

診斷標準，患者只要在皮膚粘膜、生殖器、眼睛、神經系統、

血管及腸道的症狀中，同時出現三種臨床表現，就可以診

斷為兒童貝西氏症。

目前國際上對於兒童貝西氏症的治療尚未有一致的

共識，治療主要是參考成人患者的治療經驗。治療的主要

目標是藉由抑制持續的發炎反應來預防疾病惡化，阻止

器官不可逆的損害。治療上的常用藥物包括 : 秋水仙素、

免疫調節劑、類固醇，針對困難控制的患者會考慮使用生

物制劑，如 TNF-α blocker 或干擾素的施打。兒童貝西

氏症在積極的治療下，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

因此如果反覆出現疑似症狀，應盡早就醫，以降低嚴重併

發症的發生。

參考文獻：

1.Yildiz M, Haslak F, Adrovic A , Sahin S, Koker O, Barut K , Kasapcopur O. Pediatric Behçet's 

Disease. Front Med (Lausanne). 2021 Feb 3;8:627192. doi: 10.3389/fmed.2021.627192. PMID: 

33614684; PMCID: PMC7886701.

2.Yı ldız M, Köker O, Adrovic A , Sahin S, Barut K , Kasapçopur Ö. Pediatric Behçet's disease 

- clinical aspects and current concepts. Eur J Rheumatol . 2019 Sep 5;7(Suppl 1):1-10. doi: 

10.5152/eurjrheum.2019.19121. Epub ahead of print . PMID: 31556871; PMCID: PMC7004268.

3.Hu YC, Chiang BL, Yang YH.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Behçet's 

Disease. Clin Rev Allergy Immunol . 2021 Oct;61(2):171-180. doi: 10.1007/s12016-020-08809-

2. PMID: 32767171.

兒童貝西氏症的治療 :

高峻凱高峻凱  
主治醫師主治醫師

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 高峻凱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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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時段 診間

地
下
一
樓

兒童牙科
參考症狀：21 歲以下青少年╱兒童口腔保健、全身麻醉下全口

齲齒重建、兒童齒列不整矯正、兒童身心障礙牙科。

牙科報到時間：上午 11:30 前，下午 16:30 前至診間報到。

上午 何 昕 362911
林瑩澤 183500

( 身心障礙門診 )

林瑩澤 183500 (7/8.22)
( 兒童矯正 )

陳品如 332260 (7/1.15)

下午
陳品如 332260 

( 身心障礙門診 )
 林瑩澤 183500

李慈心 332310 (7/5.19)
( 兒童矯正 )  

林瑩澤 183500 (7/12.26)

黃渝聖 362110
(7/13.27)

夜間           林瑩澤 183500 黃渝聖 362110

一
樓

早產兒特診
參考症狀：21歲以下早產兒做健康體檢、早產兒追蹤，預防注射，安排發展檢查。

下午 健兒 2
陳俐如 168708 (7/4)
陳曉能 019184 (7/11) 
蕭建洲 068206 (7/25)

李政翰 129130 (7/7)
蕭建洲 068206 (7/14)

健兒門診
參考症狀：21歲以下兒童做健康體檢、預防注射，兒童照護衛教，
兒童成長評估及營養衛教。

上午
健兒 1 李政翰 326053 吳怡磊 326053 陳家玉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蕭建洲 326053

健兒 2 陳婉真 321640 陳俐如 321640 陳郁雯 321640 陳俐如 321640

下午 健兒 1 陳家玉 326053
蕭建洲 326053 (7/4.11.18)

張榮庭 326053 (7/25)
陳俐如 326053 程𣈯竣 326053 楊蕙穎 326053

二
樓

兒童內科
參考症狀：凡 21 歲以下身體不適者皆可掛一

般兒童內科，由兒科專科醫師診治 ，並根據

診視結果，妥適轉介各次專科後續處置。

註：

門診掛號後請至評估室報到。

上午

201 蔡易晉 107239
吳焜烺 068155 

( 9:00 看診 )
吳焜烺 068155 

( 9:00 看診 ) ( 心臟超音波 )
教學門診 107239 (7/7.21) 
教學門診 181054 (7/14.28)  

202 李孟倫 020540 陳家玉 182288
曾錦惠181752

( 兒童內分泌、兒童肥胖 )
※李孟倫 020540

吳焜烺 068155
( 成人先天性心臟病 )

203 曾錦惠181752 錢建文 103207 陳家玉 182288 林昭仁 124140

204
盧芳廷 181054

( 肝膽腸胃 )
高峻凱 096777

張通銘 128658 
( 神經、癲癇 )

盧芳廷 181054
( 肝膽腸胃 )

張通銘 128658 
 ( 神經、妥瑞、青少年門診 )

錢建文 103207 
( 氣喘、腎臟 )

205
※張明裕 054090 
( 兒童神經特診 )

宋家瑜 363160
( 9:00 看診 )

陳曉能 019184 高峻凱 096777
陳婉真 176339
( 青少年門診 )

高峻凱 ( 約診 ) 
( 減敏特診、青少年門診 )

206
教學門診 103207 (7/10.24) 
教學門診 068206  (7/3.17.31) 

教學門診 176339
吳劭彥 139256  

( 腎臟、現代針灸 )
王士忠 068122

223 曾錦惠181752 (7/1.15.29)

226
趙美琴 180430 

( 遺傳及內分泌 )
陳冠容 176358
( 青少年門診 )

趙美琴 180430 
( 遺傳及內分泌 )

趙美琴 180430 
( 遺傳及內分泌、青少年門診 )

曾錦惠181752
盧芳廷 181054

( 兒童健康體位 )

下午

201 曾錦惠181752 蕭建洲 068206 蔡易晉 107239

202
程𣈯竣 184177

( 肝膽腸胃、兒童肥胖 )
李明聲 107484 李孟倫 020540 陳俐如 168708

吳怡磊 162991
( 兒童內分泌、兒童肥胖、青少年生長發育 )

203 楊順成 061359
陳婉真 176339
( 青少年門診 )

蔡易晉 107239 
( 過敏氣喘 )

楊順成 061359
 (14:30 看診 )

204 錢建文 103207
李政翰 129130 

(母乳諮詢 )
吳怡磊 162991

※楊瑞成 302108 (7/13.27) 
(14:30 看診 ) ( 兒童神經 )

盧芳廷 181054
( 肝膽腸胃、兒童肥胖 )

205 陳曉能 019184
張明裕 054090 

( 癲癇特診 )
林昭仁 124140

206 王士忠 068122
王唯豪 169056
( 青少年門診 )

王士忠 068122 教學門診 129130
吳焜烺 068155 

( 兒童心臟 )

226 陳冠容 176358 王唯豪 169056

夜間

201
蔡易晉 107239 

( 風濕、胸腔、青少年門診 )
高峻凱 096777

吳焜烺 068155
( 心律不整 )

蕭建洲 068206
蔡易晉 107239 

( 過敏氣喘 )

202
吳怡磊 162991

(兒童內分泌、青少年生長發育 )
李孟倫 020540 吳怡磊 162991

203 蕭建洲 068206
林昭仁 124140
( 青少年門診 )

楊順成 061359 李明聲 107484

204 林昭仁 124140
程𣈯竣 184177

( 肝膽腸胃 )
張通銘 128658 

(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

205 高峻凱 096777
張明裕 054090 

( 青少年門診、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

206 王唯豪 169056 陳俐如 168708

226
陳冠容 176358 
( 青少年門診 )

遺傳性代謝疾病整合門診 上午 206 趙美琴 ( 約診 ) (7/6)

兒童耳鼻喉科 
參考症狀：打鼾、口腔腫塊、小兒鼻過敏、兒童耳部、鼻部、喉部、

頸部疾病、耳痛、頭痛、扁桃腺肥大、聲音沙啞、喉嚨痛、語言障礙、

頸部腫塊超音波追蹤。

上午 223
凃智文 332463 

( 鼻科 ) 
王哲偉 332278 謝明妤 332290

兒童皮膚科
上午 203 許耘誌 332639  

下午 226 許耘誌 332639 ( 226 診 ) 許耘誌 332639 ( 205 診 )

兒童骨科
參考症狀：青少年運動傷害、扁平足、脊椎側彎、斜頸、板機指、

髖關節發育不良、馬蹄足、多指症、兒骨腫瘤。

上午 206
王偉勛 331810

( 髖關節篩檢、增高手術 )

下午 226
王偉勛 331810

 ( 兒童青少年骨科、增高手術 ) 

兒童外科
參考症狀：凡 21歲以下之小兒外科疾病如：小兒疝氣、隱睪、尿道下裂、

斜頸、表皮腫瘤、盲腸炎、一般外科疾病如：腹部腫瘤及各種先天性胸
腹部異常、肛門閉鎖、巨結腸症、膽道閉鎖、囊腫、便秘、尿床、頻尿等。

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
錢大維 180266 (7/8.22) 
傅玉瑋 180520 (7/1.15.29)

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181606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

兒童泌尿科
參考症狀：凡 21歲以下包皮問題、尿道下裂、尿路逆流、腎

臟腫瘤等先天性及後天性泌尿系統疾病、尿床、頻尿。

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
錢大維 180266 (7/8.22) 
傅玉瑋 180520 (7/1.15.29)

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181606 ( 便祕 )
陳一中 183983
林介山 331839
( 總院 2 樓 79 診 )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

總院
二樓

兒童神經外科
參考症狀：兒童神經外科疾病範圍包括先天性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腦膨出、脊柱裂、顱顏畸形等）、水腦症、腦
部及脊髓腫瘤、腦血管疾病（如動靜脈畸形、毛毛樣病）、腦脊髓創傷、中樞神經感染（如腦膿瘍、硬腦膜下膿瘍等）。

上午 85 張尚文 133393

下午 85 張尚文 133393

教研
四樓

兒童眼科
參考症狀：一般眼科、小兒眼科、斜弱視、角膜疾病、青光眼、

近視散光雷射、兒童近視控制等。

上午 陳彥廷 121801 ( 7 診 )

下午 陳彥廷 121801 ( 1診 )
陳彥廷 121801 ( 7 診 )
(7/7.21) (小兒斜弱視 )

十
一
樓

兒童發展中心 

參考症狀：

 ※兒童心智（看診年齡 21 歲以下）：智能

不足、自閉症、注意力障礙、精神疾患、

親職教養等等。

註：

 ※ 「兒童發展鑑定門診」需與醫師約診，請

兒童發展遲緩鑑定複診追蹤個案，請聯絡

04-7238595 分機1164 辦理後續約診手續。

 ※ 看診流程：報到後依號碼等候評估（約 25

分鐘）→門診醫師解釋評估結果並完成報

告書。看診時間較長，敬請耐心等候。

 ※ 6 歲以下兒童疑有發展遲緩或為初診兒

童，敬請選掛「發展門診」看診。

上午

1
張明裕 054090 (7/7.14.21)
( 9:00 看診 ) ( 兒童發展鑑定 )

3
陳力源 161319 (7/3.10.17.24)
( 9:00 看診 ) ( 兒童心智 ) 

江瑞豐 360043
（兒童心智、發展門診）( 自閉、過動、情緒）

陳力源 161319 (7/6.13.27)
( 9:00 看診 ) ( 兒童心智 ) 

江瑞豐 360043 
( 兒童心智 )

江瑞豐 360043 
 ( 8:00 看診 ) ( 兒童心智 )

4
張通銘 ( 約診 ) (7/3.17.24.31)

( 兒童發展鑑定 ) 
張明裕 ( 約診 )

( 兒童發展鑑定 ) 
陳力源 ( 約診 ) (7/6.13.27)

(兒童發展鑑定 ) 
廖淑芬 ( 約診 ) (7/4.21) 

(兒童發展鑑定 )

2 樓
92

廖淑芬 094882 
( 發展門診 )

廖淑芬 094882 
( 發展門診 ) 

2 樓
204

張通銘 128658 
( 發展門診 )

2 樓
205

張明裕 054090 
( 發展門診 ) 

下午

1
廖淑芬 ( 約診 )  

( 肉毒桿菌注射 )
張明裕 ( 約診 ) (7/14.28) 

( 學習障礙特診 )

3
劉怡君 183711 

( 兒童心智、青少年門診、網路成癮 )
蔡佩蓉 361459  

(7/11.18.25) ( 兒童心智 )
劉怡君 183711 

( 兒童心智、青少年門診、網路成癮 )

4
張通銘 128658 (7/10.24) 

( 妥瑞症整合門診 )
蔡佩蓉 361459 

(7/12.26) ( 兒童心智 ) 

黃意評 ( 約診 ) (7/13.27) 
(兒童發展鑑定 ) 

黃意評 ( 約診 ) (7/6.20) 
(青少年兼發展門診 ) 

劉怡君 ( 約診 ) (7/21) 
(兒童發展鑑定 )

兒
醫
+
總
院
門
診
區

青少年門診
參考症狀：12 歲至 21 歲青少年疾病，包括青春期

的生理發育，身心情緒問題，性問題包含避孕、懷

孕問題的諮詢，生理上的不適，疫苗接種諮詢，體

重管理諮詢，戒菸，酒，檳榔及藥物成癮問題，可

經醫師評估後，轉介相關次專科醫師提供服務。

上午

簡宏如 180973 
( 婦產科 ) (136 診 )

趙美琴 180430 
( 遺傳及新陳代謝科 ) (226 診 )

張通銘128658
( 神經內科 ) (204 診 )

高峻凱  ( 約診 )
( 過敏免疫風濕科 ) (205 診 )

陳冠容 176358
( 遺傳及新陳代謝科 ) (226 診 )

陳婉真176339
( 感染科 ) (205 診 )

陳力源 161319 
( 精神科 ) (11F4 診 )

劉怡君 183711
( 心智科 ) (11F4 診 )

下午

陳琬青 117152 
( 家醫科 ) (164 診 )

王唯豪 169056 
( 血液腫瘤科 ) (206 診 )

袁有序 363184 
( 精神科 ) (11F1 診 )

吳怡磊 162991
( 內分泌科 ) (202 診 )

劉怡君 183711 
( 心智科 ) ( 兒童 11F3 診 )

陳婉真176339
( 感染科 ) (203 診 )

劉怡君 183711 
( 心智科 ) ( 兒童 11F3 診 )

黃意評 361400
( 兒童 11F4 診 )

劉怡君 183711 
( 心智科 ) ( 兒童 11F4 診 )

林子棋 362834
( 婦產科 ) (135 診 )

夜間
蔡易晉 107239

( 過敏免疫風濕科 ) (201 診 )
林昭仁124140
( 感染科 ) (203 診 )

陳冠容 176358
( 遺傳及新陳代謝科 ) (226 診 )

陳力源 161319
( 精神科 ) (11F2 診 )

張明裕 054090
( 神經內科 ) (205 診 )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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