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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醫學�
Mountain Medicine�

(2020.09.27 於台中市)�

�

王士豪 醫師�
山雲白袍健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理事長�

醫者診所/聯恩診所/聯心診所 �

高山旅遊特別門診 專家醫師�

⺩王⼠士豪醫師 
	  
	  
現任：	  
全球健康(股)有限公司 創辦⼈人/董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理事⻑⾧長 
醫者診所/聯恩診所/聯心診所 高山旅遊門診專家醫師 
⼭山雲⽩白袍健康顧問(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遠距醫療專業醫師 
⻑⾧長照機構規劃設置及⻑⾧長照2.0醫師意⾒見書專業醫師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特約醫師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特約醫師 
康橋國際學校醫療顧問 
《瘋⾼高⼭山》作者	  
	  

專長： 
遠距醫療健康諮詢�
智慧醫療/新創醫材評估規劃設計�
高山及一般旅遊前健康評估、身體檢查與綜合分析�
民眾搭乘民航客機之健康諮詢與適航建議 
⻑⾧長照機構規劃設置及⻑⾧長照2.0醫師意⾒見書評定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高海拔醫學研究 
 中⼼心訪問學者 
‧中華航空公司航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王士豪醫師及團隊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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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歷屆康橋國際學校中小學生圓夢登山活動之隨行醫療與健康管
理，已協助近7000位學生平安完成登高山，目前已邁入第十一年。�

協助台灣近400人平安完成高原旅遊（西藏、青海、尼泊爾聖
母峰基地營健行），執行健康管理、行前健康評估、用藥規
劃、旅遊健檢及即時遠距醫療諮詢。�

連續兩年協助國際青年領袖組織完成青海玉樹高原活動及協
助藝人賈永婕及其夫婿完成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行，執行
健康管理、行前健康評估、用藥規劃及即時遠距醫療諮詢。�

協助台灣頂級登山家無氧攀登八千米巨峰，執行健康管理、
行前健康評估、用藥規劃及即時遠距醫療諮詢。�

協助中華航空公司審核受傷或生病之民眾搭乘飛機之適航申請。�

在高海拔地點，即使是適應良好的人，
心跳及呼吸也一樣會稍快， 

血氧也會稍微降低。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急性高山病、高海拔腦水腫 
與高海拔肺水腫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在分類上，是發生在 
海拔2500公尺以上地點的兩種病 

 
第一：急性高山病、高海拔腦水腫 

 
第二：高海拔肺水腫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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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高：抵達地點海拔到達2500公尺。�
* 以下症狀一定要有頭痛且症狀嚴重依照

無、輕、中、重到達到三分：�
* 頭痛、頭暈、噁心嘔吐、疲憊虛弱�

* 噁心嘔吐，被認為是偵測情況嚴重度最
有用的指標。�

急性高山病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  
路易斯湖急性高山病指數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 抵達地點到達海拔2500公尺，且
發生以下至少兩種情況：�
* 急性高山病、走路不穩或意識變

化。�

高海拔腦水腫診斷標準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高海拔肺水腫診斷標準 
抵達地點到達海拔2500公尺時， 

符合以下症狀或病徵標準… 

*  症狀，下列至少有二�
*  休息狀態下呼吸困難或呼

吸急促�
*  咳嗽或乾咳�
*  虛弱無力/運動表現降低�
*  胸悶或胸脹感�

* 病徵：下列至少有二�
*  至少一邊的肺有囉音或

哮鳴聲�
*  中心型發紺�
*  呼吸過速�
*  心跳過速�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高⼭山病的發⽣生率 

* 急性⾼高⼭山病（成⼈人）：36%。	  
* 急性⾼高⼭山病（兒童）：40%~59%。	  

* ⾼高海拔腦⽔水腫：0.5%。	  
* ⾼高海拔肺⽔水腫：0.5%。	  
* 頭痛：>50%。	  
* 頭暈、噁⼼心嘔吐沒胃⼝口、疲憊虛弱：各25~40%。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高山病的風險分級 
美國疾病管制局旅遊者黃皮書，將急性高
山病發生風險分為三類，並提供預防建議。 

 
基本上，台灣幾乎都是中度風險， 

可考慮預防性用藥。�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藥到⽤用時⽅方恨少，	  
事先到⾼高⼭山旅遊特別⾨門診	  
就診將藥物準備⿑齊全好安⼼心。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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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症的治療，⼀一定要記住。 
⾼高海拔腦⽔水腫：⽴立刻下撤。	  
⾼高海拔肺⽔水腫：⽴立刻下撤。	  

急性⾼高⼭山病：可先觀察，若沒改善，⽴立刻下撤。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總結：	  
⾼高⼭山病的治療及正確的預防⽅方式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 治療：	  
*  停⽌止上升⾼高度。	  
*  下降⾼高度。	  
*  原地模擬下降⾼高度。	  

* 氧氣。	  
* 加壓艙。	  

*  藥物。 

* 預防：	  
*  ⾏行程	  

* 不要爬太快。	  
* 不要⼀一下⼦子到太⾼高。	  
* 事先中海拔過⼀一晚。	  

*  ⾼高地訓練。	  
*  藥物。	  
*  調整好⾃自⼰己。	  

沒辦法下⼭山，現場也沒有醫師
時，怎麼辦？ 

加壓加氧高山安心�
攜帶型加壓袋（PAC）建置計畫�

*  主辦單位：�
*  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  主持人：王士豪醫師。�

*  歡迎大家踴躍支持台灣野外
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 請大家欣賞�
「送加壓艙上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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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使用，救人、不誤人。 
 

加壓艙並非萬能，錯誤使用可能導致傷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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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踴躍參加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四小時之攜帶型加壓袋操作者認證訓練課程�

加壓艙操作者認證訓練課程請洽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taiwanwma.org@gmail.com，電話：02-8195-8987�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失溫�

Accidental Hypothermia�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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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急性低體溫常⾒見的原因 

* 熱量產⽣生不⾜足： 
*  低⾎血糖 

* 熱量散失增加：	  
*  飲酒、淋濕、流汗過度、保暖不⾜足 
*  溺⽔水、游泳、涉⽔水、溯溪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低體溫的處理 

* 提⾼高警覺、早期偵測出低體溫的伙伴。 
*  虛弱、意識模糊，先驗⾎血糖。 
*  以臨床症狀為主，溫度計或⼿手掌感溫為輔。 

* 盡快對外求援、就醫。 
* 阻斷「傳導、對流、及蒸發」 

*  脫離濕冷的環境、移⾄至溫暖處 
*  除去潮濕的⾐衣服、換上乾燥的⾐衣服或乾燥的裝備 

*  睡墊、乾報紙、睡袋、⼤大背包、露宿袋、塑膠袋、同伴 
* 意識清醒的病⼈人 

*  給予溫暖的飲料 
*  避免喝酒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低體溫處理需注意之處 

* 如有可能為中度⾄至嚴重低體溫時，移去淋濕的⾐衣服，
盡快就醫。 

* 中度⾄至嚴重低體溫時，搬運病⼈人需輕柔，否則容易
誘發致命⼼心律不整。 

* 不要⽤用⽕火或暖爐加熱病⼈人肢體。 
* 不要增加失溫的⼈人數。 
* 不要喝酒。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許多疾病或急病，在都市裡，都很好解決。
但是，在野外地區，就變得很難搞！ 

因為有地形、氣候與通訊的阻隔！�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低體溫及野外急症的�

現場處置，請參加：�

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
舉辦的各項野外急救課程�

www.taiwanwma.com.tw�
高山醫療 王士豪醫師 

謝謝大家，請多指教～～�
歡迎上博客來網路書店訂購《瘋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