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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正宗的行醫之路，從當病人開始。

就讀陽明醫學院四年級時，住在學校宿

舍的他，某天早上因為髖關節及屁股痛的非常

厲害，連從兩層床舖的上層爬下來的力氣都沒

有，當他正感疑惑之際，當兵的哥哥此時被診

斷出有僵直性脊椎炎，於是魏正宗像被命運的

鐘聲敲醒般，突然驚覺自己也可能罹患同樣的

疾病，之後也確實被診斷為僵直性脊椎炎，沒

有過多的驚慌與怨懟，他坦然接受了這個家族

遺傳的病史，慶幸的是當時內科學課堂上也正

在上免疫學這門課，於是魏正宗便決定致力於

免疫風濕科相關的疾病，連研究的方向也是僵

直性脊椎炎，當生命給了你一個彎，魏正宗沒

有遲疑，更順道找到了往後的行醫之路。

十年修煉 人生路轉型

然而畢業後魏正宗率先選擇了家庭醫學科，

因為對基層醫療的熱情，喜歡接觸病人並了

解每個病人所有的疾病，家醫科是一個全能的

醫療概念，這個模式是魏正宗相當鍾愛的，所

以在家醫科走了十年的時間，一路從受訓、住

院醫師、專科醫師，還下鄉去嘉義榮民醫院服

魏正宗  
我是醫師，也是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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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雖然在這個階段擔任家醫科醫師，卻看了

很多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組織了關懷協會，

更陸續寫了許多衛教文章；但在嘉義榮民醫院

待了十年，魏正宗開始思考，更深入的面對免

疫風濕專科，因此91年魏正宗決定到中山醫學

中心，如今已十二年。

目前魏正宗研究的主力為僵直性脊椎炎的轉

譯醫學研究，留下很多病人的資料包含組織、

檢體和臨床的資料，目前中山醫學在台灣擁有

龐大且世界級的僵直性脊椎炎的資料庫，相信

在和各地的學者探討下，未來僵直性脊椎炎在

醫學界必有更大的突破。同時，也做了很多臨

床的研究包含藥物的發展研究，對病人的關懷

更持續進行，魏正宗率領的團隊經常參與病人

關懷團體活動，他相信醫學能克服疾病，也希

望病友能相信他！

獲得信任  彼此一陣線

面對不定時會出現的病情與徵兆，魏正宗反

倒將自己當成活脫脫的實驗體，記下心路歷程

與用藥的適當性，就是這樣站在和病人同一陣

線的熱情，當病人知曉魏正宗也是僵直性脊椎

炎的患者後，更能傾聽並接受魏正宗給予的意

見，這對魏正宗來說其實是幸運的，能陪伴病

人度過抗拒期、憂鬱期最後一起來到面對期，

進而獲得病人的信賴，全是因為感同身受，他

笑說：所以這個病對我的職業其實是有正向的

加分效果，讓我獲得了醫生與病人間重要的信

任感！

輕度重度 各有治療方法

然而僵直性脊椎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舉一

個我們熟知的名人天王周杰倫來說，他也是僵

直性脊椎炎患者，但看起來完全無恙，能打籃

球、拍動作片，僵直性脊椎炎確實給了大眾不

少迷思。在此魏正宗特別清楚的解釋了一番，

僵直性脊椎炎其實是一個很容易被誤解的疾

病，但誤解的原因有兩大部分，其一是在早期

很容易被忽略、誤診，甚至延誤診斷，一個病

人要到第三或到第四個醫師才會被診斷出來，

甚至目前還有很多病人並不知曉自己得病，亦

或還在其他科醫師那裡，並未轉至風濕科做正

確判斷。第二部份是病人有很大的心理負擔，

過度的擔心，擔心以後結婚或是生小孩有沒有

影響，但往往病情並沒有那麼嚴重，這兩個部

份其實是一個極端。

因此在針對輕度和重度的患者，皆有不同的

治療方式，魏正宗說明其實僵直性脊椎炎的治

療是因人而異，個人化醫療對僵直性脊椎炎來

說就是關鍵判斷。若是輕度的患者不太需要吃

藥，只要正確和它和平共存，好好的運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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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規律其實這樣就夠了。相反的若是重度的病

人就要積極治療，如果不管，重度患者的脊椎

慢慢就會變形甚至僵硬，不僅生活品質差也影

響工作，而針對重度者，目前新藥的治療效果

很好，也符合健保給付的範圍，所以只要願意

治療就有機會改善疾病狀況。 

最後魏正宗強調，在醫病關係中，最重要

的是教育臨床的醫師判斷轉診的能力，也就是

個人化醫療的教育，這一塊還是要回歸到免

疫風濕科，這科才是真正處理僵直性脊椎炎的

專科。我們要讓其他科的醫師知道，對某些嚴

重的病人要適當的轉診，轉到風濕科來就診治

療，如果輕度可以在家醫科、內科、骨科、復

健科進行治療，但若遇到需要轉診的病人也要

刻不容緩的由對的科接手，因為基層科的醫師

對新藥較不了解，什麼時候要用新藥、何時要

轉診，這是醫學界必須再教育的，這是一個從

互相學習、教導並達成默契的個人化醫療教

育。 

周杰倫的例子告訴我們，其實輕度的患者是

可以活蹦亂跳的，輕度的人只要接受正確的治

療，就如同魏正宗一般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甚

至完全看不出，所以請站出來吧，無論是輕度

或重度者，皆有治療之方，再給自己一次重生

的機會，走出陰暗和憂鬱，美好的人生還有很

長一段路要走。

面對病患  輔導身心靈

在行醫過程中魏正宗見過形形色色的病人，

憂心的問到能不能結婚或是生小孩？許多人會

過度憂慮遺傳的問題，爸媽帶孩子來問診時，

孩子怨天尤人，站在身旁的爸媽則一臉愧疚。

其實遺傳是不可預知的，有些人有遺傳基因但

是沒有發病，這代表後天調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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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正宗



輝瑞杏苑．第7期  52 

除了給予患者必要的治療外，魏正宗常常提

醒病人，這個病會讓你因禍得福，讓你提早注

重養生，要常運動、戒菸，好好照顧自己，就

不必用太多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病人往往

比較能夠接受。

每天最重要的是早晚都要運動，每次20分

鐘，強度不強的柔軟體操最好，運動可以預防

關節的僵硬，特別是游泳、暖身運動、瑜珈，

甚至學氣功太極都很不錯。第二要免疫系統

好，生活習慣就要很健康，包含吃、睡都要健

康，身心靈的調養如果都做到後，就剩定期的

追蹤，追蹤是要來判斷是否需要近一步的治

療，判斷是否有影響到其他器官造成併發症，

追蹤後若是要治療，就要配合醫師認真吃藥或

是打生物製劑，在面對僵直性脊椎炎每個環節

都很重要，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很愛自己的人。

輕度的患者，只要好好運動、調養生活，

每三到六個月回來找風濕科醫師檢查，並持續

一輩子，讓這個習慣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讓

它和你共生共存就不會感到憂鬱難解了。吃的

部份特別注意要多吃抗發炎的藥物，會造成發

炎的太油、太鹹、太甜的東西要避免，反過來

要多攝取：第一不飽和脂肪酸，如魚油、亞痲

子油…等。第二讓骨頭好的高鈣食物，因為此

類患者相對會面臨以後骨頭容易鈣化、骨質疏

鬆，所以要及早預防。第三腸胃道的衛生要顧

好，飲食要清淡、天然有機，減少加工食物，

多吃有益腸胃道的東西如優酪乳、益生菌、牛

奶。飲食上只要維持這幾個原則基本上沒有太

多的禁忌。 避免過度操勞、過度運動、生活上

早睡早起讓免疫系統保持健康，持續養生，你

會發現自己比一般人還要健康快樂。

西醫為主  中醫為輔

面對僵直性脊椎炎的治療方式，魏正宗其實

非常開放，他不反對病人尋求中草藥及推拿、針

灸…等輔助療法，只要是合格，中醫可以站在

輔助的角度，許多病人也驗證當正在痛時，用針

灸的治療頗有功效。輕度患者也可以推拿，但要

小心不要受傷，因為這個病的脊椎是脆弱和僵硬

的，重度則比較不建議，但魏正宗還是建議病

人：主動的運動比被動的運動來的有效及重要。

雖然目前實驗室和臨床有在做中醫藥對僵直性脊

椎炎的研究，但目前還未見到明顯的療效，只能

說有輔助的效果，能讓生活品質較好或減少西醫

的用量，但還是未見中藥能取代西藥的地方。因

此他仍強調中藥只是輔助，千萬別吃了中藥就把

西藥停了，而魏正宗也呼籲其他醫師能持有開放

的態度，接受中西合併治療，一定要和病人達成

共識，無論病人吃了中藥，或是保健食品、輔助

療法都要告知，讓醫師能持續觀察和治療，並定

時監測、追蹤是否有交互作用或是副作用，避免

發生未預見的危險症狀。面對僵直性脊椎炎，魏

正宗說這是一個長期抗戰，無論西醫或中醫，持

續觀察和治療，以及自身的運動才是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