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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是世界上最有效預防死亡的方法，而
慢性阻塞性肺疾(COPD)，肺癌(Lung Cancer)及

心血管疾病(CVD)是三種主要由抽菸引起的疾
病。此三種疾病目前可藉由早期篩檢來發現，

但是確立診斷時卻常已對身體造成不可逆之影
響。抽菸對肺部造成的傷害已是眾人皆知，但

是肺功能檢測的變差又與上述三種疾病有什麼
關聯性呢？ 

 
從肺部健康研究(Lung Health Study, LHS)

的資料顯示，在校正年齡、性別、抽菸及治療
方法後，學者發現用力吐氣一秒量(FEV1)每下

降 10%，則不分原因死亡率增加 14%，心血管死
亡率增加 28%，非致命性冠狀動脈事件機率增加

20%。另有一研究更針對 1223 位健康男性連續
26 年的追蹤研究中，結果也同樣發現在校正抽

菸、身體健康程度、血壓、身體質量指數、總
膽固醇後，肺功能報告中的 FEV1 每下降 10%，

則不分原因死亡率增加 10%，心血管死亡率增加
7%，即使肺功能尚在正常範圍內，但只要有一

定程度的減少(例如 FEV1，從預測值的 109%降
到 88%)，則死於缺血性心臟病機率增加了 5

倍，由於香菸中的有害物質不但會引起肺部發
炎，也會引起全身性的發炎反應，加重了氧化

壓力，改變血管運動及血管內皮功能，並增加
血液中的致凝因子。因此在另一動脈硬化研究

中指出罹患COPD病患和正常控制組之病患相比
較下，結果發現其血管攝影發現動脈硬化之程

度及嚴重性程度，都以 COPD 病人較為嚴重，所
以病患的肺功能損壞和血管的動脈硬化，有著

複雜的關聯性。 
 

 對於上述研究的結果，我們該用什麼方法
來預防及改善呢？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戒菸，再

來就是降血脂藥物，降血脂藥物除了可以降低
低密度脂蛋白外，也會降低 C-反應蛋白(一種急

性炎症過程中組織破壞的指標)，所以對其它發
炎性的疾病可能也有益處。例如：一個針對 854

位 COPD 病人，合併有缺血性心臟病的研究中發

現，使用降膽固醇藥物，顯著減少 COPD 病人急

性惡化後的死亡率。相反的在 COPD 病人身上常
用的吸入型類固醇，對於心臟也有意想不到的

保護作用﹔例如：在使用吸入型類固醇病人，
其急性心臟梗塞減少了 32%，同時罹患其它缺血

性心臟病機率也降低了。不過這些令人興奮的
發現，還需要更多的隨機對照研究來證實這兩

種治療的真正療效。 
 

 心肺是密不可分的，治療動脈硬化讓肺臟
受益，當然 COPD 的良好控制，也可降低冠狀動

脈疾病死亡率，所以研發出更有效的藥物，來
降低吸菸所引起的三大疾病，仍是目前全世界

持續發展的熱門議題。 
(本電子報內所有血管健康專欄皆摘自本中心血管醫學防治季刊。) 

 

研究室介紹                                     
成立宗旨: 

台灣逐漸邁向高齡化國家，退化性疾病逐
年增加，動作障礙疾病，老人失智症，憂鬱症

及老人精神疾病越來越受到重視，為提供更優
越的神經及精神醫療服務品質，及提升本院對

神經精神疾病的基因醫學研究水準 ,研究部於
95 年 11 月 15 日成立神經精神科學研究室，研

究老人退化性疾病(如巴金森氏症，老人失智症)
及精神疾病（如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物質濫用疾病等）之病理、藥物療效等與粒線
體基因異常、氧化壓力之相關性，期能對神經

及精神疾病之預防與治療有貢獻。 
 

短程目標： 
完成年度院內研究計畫；建立研究室年度

行事曆，定期研究進度報告，成立研究室讀書
會；參與及配合血管暨基因體研究室研究；延

攬院內同工，組成優質研究團隊。 
 

中程目標： 
建立動物研究模式，研究分子層次退化性

疾病及精神疾病；參與跨科部研究；與院外研
究機構合作研究計畫；延攬國內外研究人員共

同合作，確立優良研究品質與成果。 
 

長程目標： 
提供國內、外學生短期訓練計畫；持續提

升研究品質與深耕分子及臨床醫學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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