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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予安教授 行述

丁予安教授生於 1949 年 5 月，卒於 2015 年 12 月，享
年六十六歲。出生於台灣新竹，父親為隨政府遷台的軍
醫，後來隨父調職舉家遷居台北，求學過程順利，大專聯
考承父願考上國防醫學院，並於 1973 年畢業，開始他終
其一生的行醫生涯，未有間斷。

畢業後分發到基層部隊服務，也曾遠赴外島，體驗前線戰
士英勇為國，自此有身為軍人的驕傲與責任感。1974 年，
進入第一志願—三軍總醫院接受臨床內科醫師訓練。在住
院醫師訓練階段接受踏實的臨床醫師訓練而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在住院醫師的第四年進入陣容堅強、競爭激烈的心
臟內科，從此開始心臟內科醫師的生涯，經住院總醫師至
主治醫師。

由於國家社會繁榮，三總在充實設備儀器外，並積極派員
參加各項國際性學術會議，丁醫師第一次出國就是參加
1982 年在莫斯科市舉行的第九屆世界心臟學會，除了增
長見聞外，更重要的是認識世界級的醫療水準。此外積極
爭取並獲得於 1982 年國防科技人才培養案及國科會獎學
金資助，得以公費赴英國深造。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醫學
院皇家高血壓中心以「人體血小板血管張力素接受器」之
高血壓專題研究並接受臨床醫師的訓練，由於成績優異亦
獲得格拉斯哥大學獎學金殊榮。在英國三年的求學進修階
段，得以更積極地學習接觸研究工作及接受臨床醫師的再
訓練。

三年後，於 1985 年 6 月順利地得到醫學博士學位，立刻
返國，回國後繼續在三軍總醫院心臟內科從事臨床醫療、
研究及教學工作。在三軍總醫院任職期間，歷任健檢科主
任、心臟內科主任及內科部主任；在國防醫學院學術教
職期間，於 1988 年獲教育部審定教授資格，而後並擔任
內科學系系主任及醫學科學研究所 ( 臨床博士班 )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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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7 月接任台北榮總心臟內科主任及陽明大學合聘
內科學科教授；在擔任主任六年半期間無論對於醫師的訓
練計劃、設備的更新、研究水準的提昇以及人才的培育均
有所建樹。於 2004 年 2 月擔任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專任
教授，負責教學、研究及醫療工作直至 2010年 8月退休。

丁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成績斐然，年年獲選國科會優良研
究獎（1987 年 -1993 年，直至後來取消此項獎勵）及甲
等研究獎 (1994 年 -2008 年 )，教育部優良教師獎，嘉新
學術基金會傑出著作獎，國防部學術著作銅像獎 ( 金、銀
像獎從缺 )，中華醫學會、心臟學會及動脈硬化學會傑出
論文獎，心臟學會名譽理事長丁農學術獎，李國鼎通俗科
學寫作獎……等。

醫療方面獲台北市醫師杏林獎，台北市優良醫師，全國模
範醫師，青年獎章，十大傑出青年，十大傑出專職人員，
莒光楷模，好人好事代表及台北榮總臨床醫師績優獎等殊
榮。更不計其數地代表國家及被國際學術會議邀請發表醫
學論文及專題演講，迄今共發表醫學論文 288 篇，論文
摘要 428 篇，專書 12 冊，其他中文著作 67 篇。因有完
整的學、經歷而獲頒英國皇家內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心
臟學院院士、歐洲聯邦心臟學院院士等榮譽，並被推選擔
任世界動脈硬化學會學術委員、亞太心臟學會臨床委員會
主席、亞太高血壓學會常務理事、亞太動脈硬化學會常務
理事、亞太心衰竭學會理事長及亞太動脈硬化學會理事
長。在國內先後擔任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理事長、及中華民
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理事長。

當重症醫學在國外還是門新興學科，國內才剛開始萌芽
時，丁教授就已預見了未來急重症醫療的重要性，在
1998 年創立了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並積極建立與世界
重症醫學會交流管道，創會時會員人數就超過 1700 人，
是國內醫學會少見的規模，也可見丁教授的影響力及卓
見，對於提升國內、外醫學學術貢獻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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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台灣在世界的能見度，丁教授並積極爭取各項國
際醫學會議在台灣舉辦：2003 年亞太動脈硬化大會台北
會前會、2006 年第三屆亞太心衰竭會議等。

在海峽兩岸學術交流部份，丁教授更是先驅，並與大陸重
症及心臟方面專家大老建立深厚交情，除主辦第三屆海峽
兩岸心血管研討會、華人健康網路論壇等，並在北京、哈
爾濱、香港等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在教授過世前，大陸各
大相關學會邀請的台灣醫師首選一直是丁教授。

近年因醫療生態的改變，醫病關係的複雜，醫療糾紛的層
出不窮及醫療紀律的不明等問題，都慢慢地浮現。丁教授
在看診、授課、出國演講已夠繁忙的行程中還以超凡的意
志考入台灣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並於 2008 年
以論文『人體試驗民事責任之研究 - 以新藥臨床試驗』總
成績平均 90.35 分、口試成績 95 分，優異地獲得法學碩
士學位。 

由於擁有深厚的醫學基礎及法學訓練的優異，丁教授
2009 年起成為政大法學院合聘教授及銘傳大學法學院研
究所兼任教授，有機會在醫界與法界之間擔任學術交流的
角色，雙重專業身份在台灣仍屬特別。 2010 年於公職退
休但仍繼續效力貢獻他的醫學知識、技術及教導醫師們的
法學知識，讓後輩醫師們可秉持熱誠，在維持醫療服務之
理想外並可多瞭解法學知識以遠離醫療糾紛之夢靨。

只要與丁教授相處過的，都不約而同有思慮敏捷、認真謹
慎的印象。也的確， 丁教授個性直率，執行力準確，公
務繁忙但從未忘記任何一個行程；演講或授課從未拖延時
間；接觸過的人永遠都記得名字，這都是在背後準備良久
的呈現。即使退休也時時汲取新事物不讓時代淘汰，讓後
輩們深感其仰之彌高。歷經人生的跌宕，郤始終樂觀向
前、寵辱不驚，這才是大師風範，也永留於同學、朋友、
同事、學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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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燦爛 -悼丁予安教授

丁教授與我既是同年，又同屬心臟內科，我們的相識始於

住院醫師的年代，熟稔卻是從心臟學會活動開始。認識超

過 30 年，印象中，他是個思想敏捷、個性率直、謹慎認

真處事積極的人。重症醫學委員會是他當心臟學會理事長

時首先提出的構想。

當初重症醫學在國外還是新興學門，在國內也才剛剛萌

芽，丁教授便決定要創立重症醫學會，這是一個必須集合

各主專次科及融合各醫學會的艱難任務。除了要有打破各

主次專科藩籬並能平衡各醫學會的魄力與膽識外，主事者

也必需具備個性圓融通達、執行力精準、既能調和鼎鼐且

孚學界眾望的人士，在當年也似乎只有他辦的起來。居

然在不到一年期間就號召了超過 1700 人加入學會。1998
年 10 月 4 日「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正式成立，創會當

天在凱悅飯店的盛況至今仍為後人所津津樂道。2013年，

我在接任重症醫學會理事長後，才知學會的多元與複雜，

深感丁教授當年創會的魄力、不易與智慧。

在重症醫學會成立之前，他的研究主力還是放在心臟科的

研究，我想他的學術成就及國內外地位至今少有人及。

1974 年起，他有三軍總醫院國防系統訓練的背景，1985
年又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皇家高血壓中心研究及接

受臨床再訓練並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三軍總醫院

擔任心臟內科主任、內科部主任及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1997 年轉換至榮總體系，擔任心臟內科主任及陽明大學

教授。他從不吝提攜後輩，在嚴格訓練出來的醫界人才分

佈於台灣各地。他的學術論文 200 多篇，國內、國際會

議被邀請演講的次數超過 200 場，並榮獲醫學界諸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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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由於卓然的學術地位，他除了當過中華民國心臟學

會、重症醫學會、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理事長外，他也擔

任許多重要國際學會的職務，除了能為台灣發聲並爭取國

際會議在台灣舉辦。在海峽兩岸學術交流部份，丁教授更

是開啟兩岸華人心血管研討會之先河。

在公開場合，與丁教授相處是非常明朗的，他說話很快，

總是精神奕奕，有很多點子，若是開會，組織縝密，很快

便能切進重點並完成。至於演講，起承轉合總是調配得

宜。

在私底下，他是易於相處不拘小節的朋友，對學生如此，

對同儕也是如此。你會很訝異他的交友之廣，醫院、學校

或同儕很容易理解，對病患視病猶親，成為好友的也不在

少數，而且還有許多各行各業不同層面的朋友。

在丁教授退休後就很少聽到他的消息，每一次的信息都令

人很感動，例如他自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畢業後，時

而在銘傳大學法研所授課，時而在大陸巡迴演講，有時在

國際大會擔任理事長…，似乎比退休前更豐富的生活。

剎聽他過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撼及遺憾，震撼的是他正當壯

年，醫界的重大損失 ; 遺憾的是失去一位摯友，朝氣勃勃

的他從此不再相見，身為醫師的我不禁感嘆生命之無常。

綜之，丁教授一生充滿傳奇，不算悠長卻精彩燦爛，我謹

代表學會感謝 您對台灣重症醫學發展的貢獻。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理事長

2016.9



緬懷大哥丁予安

二 O 一六年三月間，大哥方才過去之後，我輾轉來到台

大景福門診療治我的心律不整。我的醫師是黃瑞仁先生。

他已知大哥離世，除了暢談他與大哥在學術研討上的相

熟，更主動提及應該幫大哥辦個紀念會，以表彰大哥當年

救人無數以及創立重症醫學會等等的豐功偉業。猶記得大

哥病篤之際，仍諄諄交待他的後事從簡。可是我一直覺得

大哥走得太輕巧無痕，真枉了我們這些仍然在世的親人。

我心底總想為他做點事，為他留下一些鴻爪，方覺無愧。

為此我積極與黃瑞仁大醫師聯絡。因著他的攛掇與起頭，

也因著理事長及秘書長與大哥的昔日情誼，終於促成由重

症醫學會出面，辦一場「緬懷丁予安教授紀念會」。既屬

緬懷，必有大哥行事風格及其行誼的訴說。身為弟輩，自

不免要談談大哥給我們兄弟的遺緒。弟弟予嘉其實最是言

之有物，兼且倜儻，但他與大哥差了九歲，直接受教於大

哥的地方沒有我的深切。因此，談大哥的種種由我擔綱。

大哥給我最突顯的印象是好強。因為這好強影響了我的一

生，也讓我透過這一層性格，更認識大哥。

我初中聯考失常，只好屈就私校的招生考試。大哥銜責陪

同我赴考場，他規定我另走小路去公車站，即便站在一起

也略持距離，因為他覺得這個名落孫山的老弟丟了他的

臉，也丟了丁家的臉。但是他不是只顧著自己的面子，他

會用心與我懇談出一些方式來幫我把功課弄好，例如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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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的作息及功課重點，包括待在圖書館的時段以及應加

強補習的科目，由他負責提供午餐費及零花錢。他是大

哥，我們丁家家規又是大的帶小的，所以我很認份地聽著

他的安排。我整個初中的功課算是頗理想，應該是拜這份

督促所賜。

高中聯招一結束，他就逼著我對答案，以早些知道自己大

致上可上什麼學校。在他的淫威之下，我囫圇地檢視了自

己可能的分數，大概第一志願建國中學沒啥問題。他聽了

大樂，答應請我吃西餐。在那個年代，這是多麼誘人且稀

罕的誠意。放榜後，我差了幾分，只能上師大附中。他大

怒。原因是他以我的聯招成績與他的同學打賭輸了。這一

點再次驗證了他的好強。附帶一提，他仍保持誠信請我吃

了西餐。其實，我日後在高中、大學期間也曾偶有懈惰迷

途，也都是大哥從旁責求而改回正道。我常想，要不是有

這樣一位大哥，不時把自己的好強擴充成家門榮光的己

責，我可能是個浮沈極大的人。

他的好強也呈現在他的自我鞭策。我們都看得到他一路努

力從實習醫生，到 R1,R2,R3, 到總醫師，到主治醫師，

到部主任。不僅活躍於臨床醫學，也戮力在基礎研究方面

發光發亮。但大哥的性格在該委婉處，絕不夠曲折。在該

坦率的地方，又讓人覺得直莽了些。我相信他因此也會得

罪一些人。但這些缺陷並不會掩去他擁有俠骨柔腸的一

面。早年有一回，我跟他約診。排在我前面的病人不少，

有老有少，有頗體面的社會人士，也有不少衣具平庸的老

榮民。我總覺得他花在那些老榮民身上的時間特長，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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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著嗓門對他們提醒良多。我枯等偌久，當然免不了抱

怨。他卻正色道：稍具名氣的醫生都會有些頭角崢嶸的病

人，這並不稀奇，但能有多少醫生會對這些弱勢的平民百

姓付出和善與問暖呢？我開始驚覺到，原來我凶悍好強的

大哥有著不易覺察的愛心。連他對我們兄弟與家庭門楣的

愛心付出，也都在一些細微處方能感受。

我和弟弟予嘉在金融界征戰多年，薄有虛名，大哥很替我

們高興。但他一直認為金融、經濟太與一般人的日常有

關，即便常人也或能有些論點。基礎及臨床醫學就深奧得

多，非積聚多年功力，不能成其氣候。他常說，對比他與

同儕當年在國內外主持國際醫學會議的學術內涵及其影響

深度，我與予嘉在媒體上講講金融與經濟事件，只能算是

小場面，更何況他們醫生平素還真真切切在救人生靈。因

此大哥在公開場合引以為榮之餘，他也常惕勵並魯直地修

剪了我與予嘉的銳氣。這就是我大哥丁予安的本色。在我

心目中，他永遠鮮活地存在。

感謝大家的參與。感謝重症醫學會的安排，祝福大家！

201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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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我們所崇敬的丁予安教授 ~

先知先覺創會兮，偉績長存 ! 
重症大業方興兮，哲人其萎 !

與恩師的初見是在到三總心臟內科報到實習的場合 : 丁教

授英氣煥發，是當時心臟內科住院醫師，敏捷有力的對我

們這些菜鳥學弟們講述心臟內科的臨床作業要點，也約略

回憶了他在部隊中任 2 年醫官的軍旅生活。我們聽得目瞪

口呆 , 隨即開始了三總心臟內科一個月實習歷程。當時侃

侃而談的青年丁予安醫師，彷彿看到了未來大器雕成後名

揚醫界的丁予安教授的形像。丁教授其後赴英國進修博士

學位，返國後歷任三軍總醫院主治醫師、心臟科主任、內

科部主任，更高陞至國防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軍

中退伍後轉任至台北榮民總醫院心臟科主任，以至退休。

在 1997更在眾望所歸之下，擔任心臟學會理事長。其間，

因我是小兒心臟科，與丁主任同在心臟科裏，一直不斷有

機會接受丁教授的各種教導，往事彷彿歷歷在目。

1998 丁教授有鑑於國內一直未有以單一重症專業為職志

的學會，於是充份發揮運籌帷幄的智慧，聯繫了當時醫界

與重症相關的大老們，遵循世界重症醫界領袖 - 美國重症

醫學會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 SCCM) 模式，破天

荒的共同成立了跨越單一器官的照顧，提升到全人整合重

症照顧 (Supraspecialty) 的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簡稱為 TSCCM)。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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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包含內科，外科，兒科、胸腔內科，心臟內科，心臟外

科，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等，成立大會時冠蓋雲集，盛況

空前，包括美國重症學會當時理事長 Prof. Dellinger 都應

邀前來。重症學會成立後不久，丁教授又藉著廣泛的人脈

關係，邀請重量級的世界重症醫療創始人，美國重症學院

首任院長 Dr. Max Weil，及美國重症學會執行長唐萬春教

授，再由這兩位大師邀請了當時美國心臟學會 (AHA) 心
肺復甦委員會眾多成員，一同來台辦了星光閃耀的 ACLS
研討會，成為國內醫界的創舉 ! 接著又在 2001 年與美國

重症學會辦了三場的美國重症學會 FCCS 講師課程，也

因此我國重症醫學會能在當時 (2002 年 ) 為 FCCS 在非英

語地區第二個外語授權翻譯國家。大約是學會創立後第二

年，我有幸接續了林世崇主委擔任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

員，在丁教授支持下，繼續在各國各地推動 ACLS 教育，

全台各地大概都有我們重症醫學會 ACLS 教育團隊的蹤

跡，開創了友善、易學的台灣 ACLS 教育新模式。2002
年學會甚至與大陸中華醫學會急診分會合作，在杭州辦理

了大陸第一次的 ACLS 教師訓練，獲得了極佳的評價 ! 我
很榮幸的在 2001 年在丁教授的鼓勵下接續他任重症醫學

會第二任理事長，承續辦理了丁教授先前爭取到的第三屆

亞太心衰竭會議。在歷任理事長及理監事的努力之下，迄

今台灣重症醫學會會員數已達三千多人，是國內除家庭醫

學會之後，會員人數最多的醫學會 ( 很有趣的，家庭醫學

科診治的是以一般性為主的疾病。但是重症則是以急性，

危險或瀕臨危險的疾病照護為主，在醫療照護上正好位於

一個光譜的二端 )。重症學會承續了丁教授的理念，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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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接軌及兩岸交流上持續努力，使重症專業在台灣蓬勃發

展，為今日國內緊急醫療能力評定中的重症專責主治醫師

需求，提供了重症醫師專業訓練與臨床研究實務運作的基

礎。今日重症專業在我國及世界各地都持續蓬勃發展，我

國重症醫學會在創會理事長丁予安教授的理念薰陶下也不

斷茁壯，朝向國內重症專業獲得正式認證的大門努力！卻

在此時不幸聽到丁教授因病壯年辭世的消息。個人長期受

了丁教授栽培指導，每思於此，不禁深感不捨！

哲人已遠，謹以尊崇之情，懷念丁教授的偉業，與大家一

同追思我的恩師，我們所共同敬重的丁予安教授。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榮譽理事

2016.9



In Memory of
Professor Philip Yu-An Ding

It is with deep sadness that we mourn the loss of our 
dear friend and colleague Professor Philip Yu-An Ding. 
Professor Philip Ding wa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sian 
Pacific Society of Atherosclerosis and Vascular Diseases 
(APSAVD) and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Society. 
He was a chairman of the first APSAVD Congress held in 
Taipei in March 1998 and since then he has contributed 
unstinting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has 
participated very actively in all the scientific meetings. 
Through his inspiring leadership and dedication, the 
Society has thrived and attain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field of medicine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All of those 
who knew him were familiar with his affable character and 
his companionship will be sadly missed.  We ext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and loved ones.

Brian Tomlinson       

President
Asian Pacific Society of Atherosclerosis and
Vas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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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condolences to the death of  
Prof. Ding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condolences on the 
death of Prof. Philip Yu-An Ding,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Asian-Pacific Society of Atherosclerosis 
and Vascular Diseases.  Prof Ding was charged with a 
crucial task and accomplished his duty quite successfully 
in supervising the first scientific congress of APSAVD in 
Taipei in 1998, when I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In 
the middle of July last, I attended the 10th Congress held 
in Tokyo after 8 years absence from the society meetings. It 
was responding his invitation that I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the meeting. I am very sad that we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see each other and renew our old friendship.  

Akira Yamamoto
Founding Chairman of APSAVD
Emeritus Researche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Cerebral and Cardiovasular Research Center, Japan

13



Philip Ding Memorial Lecture

The APSAVD Executive was saddened when we learnt 
that Professor Philip Ding passed away late last year. 
In recognition of Professor Ding's contribution to the 
APSAVD, a memorial lecture was presented at this 
Congress. Professor Brian Tomlinson recounted Philip'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achievements, and 
reminded us all that Professor Ding was not only our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but a founding member and 
organiser of the 1998 Congress which was held in Taiwan. 
A heartfelt message from his son James Ding (also an 
APSAVD member) was also read out. Professor Ta Chen 
Su then presented the Memorial Lecture, dedicated 
to his mentor. Both Professors Tomlinson and Su told 
stories and showed photos of a very happy, involved and 
caring friend. Professor Ding will be missed not only by 
his family, but by his colleagues and fellow APSAVD 
members. The Philip Ding Lecture will now be a feature of 
each future Congress. 

(Excerpts from 2016 APSAVD E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