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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 

為了提升中醫醫療品質，加速中醫藥國際化，針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 
公布之「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及「國際針灸標準穴位」方案，邀集專家 

研議未來之因應及推廣措施。辦理兩場專家學者會議以集思廣益，籌辦北、 

中、南、東4場研討會或說明會，對國內產官學界進行相關內容之宣導推廣。 

研究方法：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曾於2007年公佈「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 

及2008年公佈「國際針灸標準穴位」。我們以這兩本書為基礎，製作講授課 

程的投影片與講義，辦理兩場專家學者會議以集思廣益，邀集專家研議未來 

之因應及推廣措施，藉以提升中醫醫療品質，加速中醫藥國際化的腳步。並 

且，籌辦北、中、南、東4場研討會或說明會，對國內進行相關內容之宣導推 

廣。 

結果與討論： 
中醫師與針灸醫師必須知道這個國際化的潮流趨勢，所以我們舉辦兩次 

專家學者會議，訂定這兩本書的基本內容，並製作投影片教材，將會放在中 

華針灸醫學會網站，供學習者下載。我們籌辦北、中、南、東4場研討會， 

對國內進行相關內容之宣導推廣，各有80、120、86、40位醫師參加，達到我 

們預期的目標。有專家建議，可以把這些課程列入中醫兩年住院醫師必修課 

程，以增加本國中醫師之競爭力。未來在醫學中心的醫院多開這種課程，讓 

地區開業醫師也可以參加。而且，現在有很多實證醫學的針灸文章被發表， 

我們可以收集更多科學論文，證實中醫針灸的療效，以後要求健保局能增加 

給付金額。 
 

關鍵詞：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中醫藥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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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announce the「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and 
「WHO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2008)」edited by WHO westernern pacific region. We invited acupuncture experts 
to discuss on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on the TCM terminology and anatomic 
location of the acupoints.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Asia, including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China, Japan, Korea, Tibet, India and so on; but the Chinese Medicine 
is most popular and well-developed theory of all traditional medicines. So, the TCM 
termi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cupoints locations should be easily used 
in English and well-known by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USA.These TCM terms 
were written in English will  help every medical doctor to study TCM and can be 
easily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Method: 

We held 4 conference meetings to announce this news for the TCM 
a c u p u n c t u r e  d o c t o r s  a n d  m e d i c a l  s t u d e n t s . T h e  c o n t e n t s  o f  「W H 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2007)」are : Introduction, 
general, Basic theories, Diagnosis, Disease, Therapeutie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Medical treatment, classics of tradition medicine. There were 3543 
TCM  terms were explained in English. The content of 「WHO STANDARD 
A C U P U N C T U R E P O I N T L O C A T I O N S I N T H E W E S T E R N P A C I F I C 
REGINE (2008)」 are 316 Acupoints which anatomic location were explained 
in English. These contents were made into ppt slides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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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taiwanise doctors to know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communication. 
Results & Discussion: 

TCM doctors and acupuncture doctors should follow this international TCM 
trend and announce this news to every TCM doctors in Taiwan.In 2008, TCM 
doctors and acupuncture doctors in Taiwan  should follow this international TCM 
medical students trend and annoce this news to every TCM doctors. We held the 
first conference in Tainan, there were 86 doctors attended this meeting.The second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aichung, there were 120 docto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The 
third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auyun,  there were 80 docto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The third conference was held in Haulian , there were 40 docto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It is more convenitent for the local doctors to join the conference in medical 
center or hospital and these materials should be arranged into TCM PGY training 
programs. We may join the discussion to WHO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 in the 
future.Many acupunctur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English, so we should gather more 
acupuncture papers based on EBM,and we may convience our insurance company 
to pay more in TCM treat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International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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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了提升中醫醫療品質，加速中醫藥國際化，針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公布之「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及「國際針灸標準穴位」方 

案，邀集專家研議未來之因應及推廣措施。辦理兩場專家學者會議以集 

思廣益，邀集專家研議未來之因應及推廣措施，藉以提升中醫醫療品 

質，加速中醫藥國際化的腳步。籌辦北、中、南、東4場研討會或說明 

會，對國內產官學界進行相關內容之宣導推廣。 

所謂「傳統醫學」在亞洲，主要包含中、日、韓、藏、蒙醫、印 

度等傳統醫學，其中以中醫學最為悠久並且也廣為流傳，影響中、日、 

韓、藏、蒙醫等地的傳統醫學發展，典籍與理論也最為詳備，而且對 

各國傳統醫學的影響也最深。因此，中醫學說中最基礎的名詞術語、以 

及針灸穴位位置，必須要有一致的規範以利臨床使用，而且必須以國際 

共通語言來定義，以方便亞洲以外的歐洲、美洲的各國醫師來學習與溝 

通，故以英文作為主要溝通語言，以利於發揚中醫藥針灸，使之能廣泛 

的在世界各地流傳。在台灣中、西醫界自然不能自外於這個趨勢潮流， 

應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與說明會，廣為宣佈此一重要之訊息並且尋求對 

策，這些中醫的術語、腧穴之定位，因為已經有了國際共同的一致標 

準，不但必須熟悉，而且，必須世界與同步修訂，方能談及國際化的中 

醫傳統醫學的發展，因此，此一議題在當前顯得十分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曾於2007年公佈「傳統醫學國際標準 

術語」(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及 

2008年公佈「國際針灸標準穴位」(WHO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使用英文 

名稱與漢字對照形式，其中「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全書收錄總類、 

基礎理論、診斷學、臨床各科、治療學、針灸（學）、藥物治療、傳 

統醫學典籍八大類、3543個詞條；而「國際針灸標準穴位」則完成人體 

361處腧穴之定位，供各國作為醫療、學術研究及資訊交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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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曾於2007年公佈「傳統醫學國際標準 

術語」(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及 

2008年公佈「國際針灸標準穴位」(WHO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我們以這 

兩本書為基礎，製作講授課程的投影片與講義，辦理兩場專家學者會議 

以集思廣益，邀集專家研議未來之因應及推廣措施，藉以提升中醫醫療 

品質，加速中醫藥國際化的腳步。並且，籌辦北、中、南、東4場研討 

會或說明會，對國內進行相關內容之宣導推廣。 
 

 

參、結果 
 

首先，在今年四月，統一製作出本研討會講義及投影片。第一次研 

討會98年5月3日於台南奇美醫學中心舉辦，共有醫師與醫學生共86人參 

加；第二次研討會98年7月4日在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104講堂舉行，共 

有醫師與醫學生共120人參加；第三次研討會召開北區研討會，於98年8 
月9日桃園長庚醫院國際會議廳舉行，共有醫師與學生共80人參加；第 

四次研討會召開東區研討會於98年10月4日慈濟醫院會議室舉行，共有 

醫師與學生共40人參加，與原計畫書預期目標符合。 

98年4月1日已於桃園長庚醫院召開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取得本次 

研討會進行方式之共識；98年11月12日中國醫藥大學立夫教學大樓11樓 

召開第二次專家學者會議，則將於討論部份提出本次研討會之建議與未 

來進行類似工作之參考。也將於中華針灸醫學會雜誌發表『世界衛生組 

織(WHO)傳統醫學標準化在台灣之推廣過程』文章，並將投影片上網公 

告(中華針灸醫學會網站)，以利於醫師與醫學生學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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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98年4月1日已於桃園長庚醫院召開，取得本 

次研討會進行方式之共識；大家均認為傳統醫學的整合與溝通達到順應 

國際化，是當今傳統醫學界之重要趨勢。然而所謂「傳統醫學」必須以 

國際共通語言『英文』來定義，以方便各國醫師學習與溝通。方能發揚 

中醫藥針灸，使之能廣泛的在世界各地流傳。因此編成《WHO傳統醫 

學國際標準術語》、《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此二書的精簡版本， 

以供醫師學習使用。第二次專家學者會議98年11月12日，會議地點在中 

國醫藥大學立夫教學大樓11樓討論室舉行，會中討論以下論述，整理如 

下： 
 
 

一、本計畫依區域分北中南東四區舉辦研討會，在區域上或地點上是否 

有需改進或增減？ 
(一) 分四區舉辦，較方便各地從業人員參加，地點選擇大型區域醫院或 

醫學中心作開會地點，交通便利，本主題更是可提供往後中醫PGY 
訓練之教學重要參考。 

(二) 北區長庚的中醫院區在桃園長庚醫院（龜山），對於其它地區之參 

與者而言，需再轉車，交通較為不便。 

(三) 將來可再多增加一些舉辦的場次。 
 
 

二、研討會議程安排上是否合適？ 
(一) 對醫學中心或教學醫院教導見習醫師或住院醫師，甚至國際交流的 

幫助大，但對於一般診所醫師實質可能意義比較不大。 

(二) 議程安排較為緊湊，演講者多時，討論時間較冗長，容易耽擱議程 

進行。可縮短時間或減少一些演講者。 

(三) 議程安排可加入一場「與台灣穴位標準差異之探討」，例如： 

WHO與「針灸科學」穴位部位之差異性的論壇。 
 
 

三、講義內容編排上是否清楚明瞭？ 
(一) 講義內容編排清楚明瞭，但稍嫌刻板制式化，且時間緊湊，演講者 

較不易發揮。 

(二) 可多增加空白頁，或將簡報以講義模式列印，方便聆聽時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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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有其他具有推廣值性主題或意見？ 
(一) 省去解釋名詞的時間，可加強該名詞應用範例。 

(二) 如中醫內婦兒科疾病診或證型的標準化，或中醫骨傷科疾病治療手 

法的標準化，可以專章介紹其內容。 

(三) 可參考其他國家對於「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的做法及其推廣方 

式。 

(四) 若推行『中醫國際化』的世界潮流，則本推廣計畫就有廣泛實行之 

必要。 

(五)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設立，並無本國人士參與，建議可 

舉辦一場國際型研討會，邀請參與此標準化建立人員，與本國針灸 

專家一同討論穴位部位之合理性規範。 
 

 

伍、結論與建議 
 

目前有關針灸療效的期刊大多以英文發表，穴位位置與中醫的名 

詞術語亦統一使用英文，因此做研究時有共通標準，可以整合類似的經 

驗，較容易得到有共識的結論，將來可以提供健保局更容易累積更多有 

關實證醫學研究的結論。這股全球性研究傳統醫學的國際風潮，台灣必 

須與世界同步，必須加以推廣上述兩本書的內容，並且可以從網路與書 

籍上，找到這兩本書的相關資料，並且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辦公室 

也鼓勵大家使用後，再依各國的臨床經驗做修正。因此，中醫針灸臨床 

授課跟診等與外籍醫(學)生的學習活動，是以英文為主要溝通語言，若 

能夠推廣這兩本書的相關資料，必能有更多的共識。 

目前有關針灸療效研究的發表，穴位位置與中醫的名詞術語亦統一 

使用英文，因此，研究時有共通標準，可以整合類似的經驗，較容易得 

到有共識的結論，將來可以提供健保局、貴協會更多有關實證醫學研究 

的結論，未來中醫、針灸治療疾病證實有效的案例或文獻越多，便可向 

健保局申請更多的給付來造福民眾，其數據亦可提供健保局作為修訂政 

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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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標準化之推廣研究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 
 

 
 

 
 

圖二 南區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WHO)傳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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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北區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 W H O ) 傳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 

會，由桃園長庚醫院院長黃美涓致辭 
 

 

 

圖四 中區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WHO)傳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會， 

中區參加人數最多，主講人與聽講人互動交流最為密切 
 

 

 

圖五 東區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 W H O ) 傳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 

會，東區醫師較少，但是最為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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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標準化之推廣研究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日期：98年4月1日  

會議地點：長庚醫院桃園分院 

主席：許昇峰 

與會學者專家：孫茂峰、林建雄、張晉賢、李科宏、黃澤宏、楊建 

中、陳玉昇、賴佳君、薛宏昇 

討論內容與結果：  

一、傳統醫學的整合與溝通達到順應國際化，是當今傳統醫學界之重要 

趨勢。然而所謂傳統醫學在亞洲，主要包含中、日、韓、藏、蒙 

醫、印度等傳統醫學，其中以中醫學最為悠久並且也廣為流傳，影 

響中、日、韓、藏、蒙醫等地的傳統醫學發展，典籍與理論也最為 

詳備，而且對各國傳統醫學的影響也最深。故中醫需有一致的規範 

以利臨床使用，而且必須以國際共通語言來定義，以方便亞洲以外 

的歐洲、美洲的各國醫師來學習與溝通。故因以英文作為世界溝通 

語言之基礎，發揚中醫藥針灸，使之能廣泛的在世界各地流傳。 

二、此次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與說明會，目的為此計畫宣布相關重要之 

訊息並且尋求對策。在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為著重針灸醫 

學的教學、研究及臨床應用，推動整合國際針灸標準穴道的定位。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辦公室，召集了各國的代表，編成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此 

二書，以供醫師使用，有一致的專有名詞及穴位位置。 
 

 
 

附件二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標準化之推廣研究第二次專家學者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日期：98年11月12日  

會議地點：中國醫藥大學立夫教學大樓11樓討論室 

主席：許昇峰 

與會者：受邀之專家學者 討論議題與意見回饋整理：  

一、本計畫依區域分北中南東四區舉辦研討會，在區域上，或地點上是 

否有需改進或增減？ 

(一) 分四區舉辦，較方便各地從業人員參加，地點選擇大型區域醫院或 

醫學中心作開會地點，交通便利，本主題更是可提供往後中醫PGY 
訓練之教學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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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北區長庚的中醫院區在桃園長庚醫院（龜山），對於其它地區之參 

與者而言，需再轉車，交通較為不便。 

(三) 將來可再多增加一些舉辦的場次。 

二、研討會議程安排上是否合適？ 

(一) 對醫學中心或教學醫院教導見習醫師或住院醫師，甚至國際交流的 

幫助大，但對於一般診所醫師實質可能意義比較不大。 

(二) 議程安排較為緊湊，演講者多時，討論時間較冗長，容易耽擱議程 

進行。可縮短時間或減少一些演講者。 

(三) 議程安排可加入一場「與台灣穴位標準差異之探討」，例如： 

WHO與「針灸科學」穴位部位之差異性的論壇。 

三、講義內容編排上是否清楚明瞭？ 

(一) 講義內容編排清楚明瞭，但稍嫌刻板制式化，且時間緊湊，演講者 

較不易發揮。 

(二) 可多增加空白頁，或將簡報以講義模式列印，方便聆聽時做筆記。 

四、是否有其他具有推廣值性主題或意見？ 

(一) 省去解釋名詞的時間，可加強該名詞應用範例。 

(二) 如中醫內婦兒科疾病診或證型的標準化，或中醫骨傷科疾病治療手 

法的標準化，可以專章介紹其內容。 

(三) 可參考其他國家對於「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的做法及其推廣方 

式。 

(四) 若推行『中醫國際化』的世界潮流，則本推廣計畫就有廣泛實行之 

必要。 

(五)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設立，並無本國人士參與，建議可 

舉辦一場國際型研討會，邀請參與此標準化建立人員，與本國針灸 

專家一同討論穴位部位之合理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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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南區研討會議程  

世界衛生組織(WHO)傳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財團法人奇美醫學中心、中華民國中醫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日  期：九十八年五月三日（星期日） 

地  點：台南縣永康市中華路901號 奇美醫學中心第二醫療大樓12 
樓第一會議室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08:20–08:50 報到 

08:50–09:00 貴賓致詞 

主持人：許昇峰醫師、曾劍奎主任 

09:00–09:30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 張永賢教授 

09:30–09:50 針灸穴位概論 許昇峰醫師 

09:50–10:10 茶點時間 

主持人：趙家瑩院長、陳泰佑醫師 
 
10:10–10:3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陰陽五行、氣
血津液、五臟 

林睿珊助理 
教授 

 
10:30–10:5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生理、經絡、
身體結構、病因 馬培德醫師 

10:50–11:1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一) 林政憲醫師 
 
11:10–11:3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二)&其它 
文獻名詞 李承鴻醫師 

 
11:30–11:5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肺經、大腸經、胃
經、脾經 胡文龍醫師 

11:50–13:00 午餐 

主持人：李育臣醫師、林榮志醫師 
 
13:00–13:2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心經、小腸經、膀 
胱經 趙家瑩院長 

 
13:20–13:4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腎經、心包經、三 
焦經、膽經 沈哲民主任 

13:40–14:0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肝經、任脈、督脈 陳泰佑醫師 

14:00–14:20 中醫針灸於現代醫學的治療優勢 曾啟權主任 

14:20–14:40 雷射針灸在神經系統疾病之應用 莊智翔醫師 

14:40–15:00 小兒癲癇的針灸治療病例報告 游榮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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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中區研討會議程 世界衛生組織(WHO)傳統醫

學標準化中區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中國醫藥大學、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 

國聯合會 

日  期：九十八年七月四日（星期六），下午13:00~16:50 
地  點：台中市北區學士路九十一號 立夫教學大樓104教室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貴賓致詞 

主持人：謝慶良教授、林榮志醫師 

13:30–14:00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 張永賢教授

14:00–14:20 世界衛生組織的針灸標準化 許昇峰醫師

 
14:20–14:4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總類、陰陽五 
行、氣血津液、五臟 

 

蔡嘉一醫師

 
14:40–15:0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生理、經絡、身 
體結構、病因 

 

馬培德醫師

15:00–15:2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一) 馬培德醫師

15:20–15:30 休息 

主持人：林建雄醫師、張宏州醫師 
 
15:30–15:5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二)-文獻名 
詞及藥物治療 

 

李威寰藥師

 
15:50–16:1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肺經、大腸經、胃 
經、脾經 

 

黃頌儼醫師

 
16:10–16:3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心經、小腸經、膀胱 
經、腎經 

 

傅元聰醫師

 
16:30–16:5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心包經、三焦經、膽 
經、肝經 

 

李育臣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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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北區研討會議程 世界衛生組織(WHO)傳
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桃園長庚紀念醫院中醫醫院  

指導單位：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中國醫藥大學、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 

國聯合會 

日  期：98年8月16日（星期日） 

地  點：桃園縣龜山鄉頂湖路123號 桃園長庚紀念醫院B2國際會議 

廳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08:20–08:50 報到 

08:50–09:00 貴賓致詞 

主持人：孫茂峰 部長 

09:00–09:30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 張永賢教授

09:30–09:50 針灸穴位概論 許昇峰醫師

09:50–10:10 茶點時間 

主持人：陳建霖 、李克成醫師 
 
10:10–10:3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生理、經絡、身 
體結構、病因 

 

馬培德醫師

 
10:30–10:5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 
 

馬培德醫師

 
10:50–11:1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概論、總類、陰 
陽五行、氣血津液、五臟 

 

李威寰藥師

 
11:10–11:3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藥物治療及其它 
文獻名詞 

 

李威寰藥師

 
11:30–11:50 

W H O 「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肺經、大腸經、胃 
經、脾經 

 

薛宏昇主任

11:50–13:00 午餐 

主持人：林建雄 醫師 
 
13:00–13:2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心經、小腸經、膀胱 
經 

 

楊建中主任

 
13:20–13:4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腎經、心包經、三焦 
經、膽經 

 

張晉賢主任

13:40–14:0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肝經、任脈、督脈 陳玉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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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東區研討會議程 世界衛生組織(WHO)傳
統醫學標準化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華針灸醫學會、中國醫藥大學、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 

國聯合會、花蓮慈濟醫院 

日  期：98年10月4日（星期日） 

地  點：花蓮市中央路三段707號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08:00–08:20 報到 

08:20–08:40 貴賓致詞 

主持人：許昇峰醫師 

08:40–09:00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 張永賢教授

 
09:00–09:2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生理、經絡、身 
體結構、病因 

 

張恆偉醫師

 
09:20–10:1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Introduction、總 
類、陰陽五行、氣血津液、五臟 

 

張恆偉醫師

主持人：許昇峰醫師 

10:10–10:20 休  息 

10:20–11:1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一) 劉學融醫師

 
11:10–12:00 

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之病機(二)&其它文 
獻名詞&藥物治療 

 

劉學融醫師

12:00–13:20 午  餐 

主持人：李育臣醫師 
 
13:20–14:10 

W H O 「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肺經、大腸經、胃 
經、脾經 

 

郭大維醫師

 
14:10–15:00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心經、小腸經、膀胱 
經 

 

郭大維醫師

 
15:05–15:55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腎經、心包經、三焦 
經、膽經 

 

傅元聰醫師

15:55–16:45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之肝經、任脈、督脈 傅元聰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