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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有修過職業衛生的公衛大學部同學，一定對黃老師及張老師不陌生，

兩個老師先後進入臺大任教以來，培育了不少學生，也是學生心目中的優良教師。

本刊很榮幸訪問到兩位老師，分享踏入公衛界以來的回憶，以及在學術生涯中印

象深刻的研究。 
 兩位老師就讀臺大時，當時的公衛系仍在仁愛路及中山南路交會的兩層樓舊

館，”公衛學苑”是當時的系刊名稱，從排版到手繪插圖，學生自己一手包辦。張

老師說，大家一起完成一份公衛學苑的成果，即使在多年之後想起來，也是特別

的有感觸與成就感。除了迎新、服務隊、公衛盃等等公衛人必辦的活動外，課業

在大學四年中更是不可或缺。黃老師回憶當時公衛系的課程編排上與現在最大的

不同，是沒有領域分組，但在更早之前的公衛系是有分組的。也正因為沒有分組

的修課限制，學生開發興趣的空間變得更大了，但對部分慣於被安排課程的學生

而言，思考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變成了一道難題。因為這樣的修課自由，老師們

在大學時期幾乎碰觸過各種公衛學門的知識，包括韓揆老師的醫院管理、張珏老

師的心理衛生，也因此建立了較廣的公衛概念。「公衛一直都給人什麼都聽過，

但什麼都不精的感覺，這是缺點也是優點，因為這樣的沒有設限，只要經過一番

思考及嘗試、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真正要的。」 
 那麼如何在念研究所前找到自己的興趣並走向環職衛領域的呢？黃老師用

的是比較法，他喜歡自然科學的思維以及找尋答案的方法，而當時僅有公共衛生

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老師的研究領域就是你的研究領域。因此指導老師選擇王

榮德教授並踏入環境職業流行病學領域。而張老師則受到當時臺灣環境污染議題

的氛圍所影響，如：杜邦來臺設廠引起極大的社會反彈，此外，當時的人間雜誌，



以照片輔以文字的方式記錄了一系列與環境保育有關的議題，讓還是大學生的張

老師很有感觸並認知到，公共衛生需要奠基於乾淨的環境；同時，想要於研究所

多接觸實驗室工作，也是張老師選擇環境領域的動機之一。 
 在國外攻讀博士的那四年是黃老師及張老師共同的回憶，位於美國中西部的

辛辛那提大學，其環境衛生研究所具有相當學術地位。黃老師專攻環境流行病學

以及工業衛生，張老師則是工業衛生。回國後兩人先後進入公衛學院任教，「我

喜歡做研究，也喜歡教學，喜歡在與學生互動過程中了解他們有沒有聽懂啊、吸

收了多少，這些都很有意義，而且能夠貫徹自己做研究的想法，並能對政策或大

眾有些幫助，一切的努力都是很值得的。」張老師帶著滿足表示。 
 談到自己目前做過最有印象的研究，以金屬為研究基礎的黃老師，研究經歷

相當的多樣，從環境流病到環境測定，從職業安全衛生到人因工程，「我的研究

興趣真的和個性很有關係」，嘗試新的研究題材、開拓研究領域的廣度就是黃老

師的研究個性。2000 年老師再度到國外進修一年，考慮到公衛領域對於人因工

程研究的不足，再加上臺灣電腦鍵盤作業的普及化，如何去量化作業時間並做為

暴露評估的依據，成了老師的研究目標。回國後開始進入第一階段的研究：為證

明工具的有效性，因此發展了一個評估模式，用來紀錄鍵盤的電子訊號，而這樣

的評估模式必須要有個黃金準則（Golden Standard），就是以示波器精確地計算

鍵盤敲擊的時距做為比較的依據；研究的第二階段是發展出以記錄軟體判斷使用

者的電腦使用時間，利用所記錄的電腦操作資料，以 在 電腦使用操作中斷時間

的長短判讀未使用期間是否為停止作業；最後也將滑鼠的使用也併入考量，發展

成可以正確記錄使用電腦相關操作動作的電子紀錄軟體。這樣的一個軟體開發出

來之後，研究所需的受測的人數多寡就不再會是一個研究工作上的限制，過去的

研究至多能納入一二十人、爾後只要有記錄軟體就有可能進行一次調查一兩千人

的研究，讓電腦使用的相關研究有一個更有效的調查方法。「研究，從有想法到

落實它、無中生有到讓它變的具體、可行，這個過程就是從事研究者最感到窩心

的地方。」 
  

 

以自行研發監測軟體評估電腦使用者工作

量及以肌電圖監測疲勞程度之測定方法 

 
 對張老師而言，職業場所與一般大眾常接觸的環境微生物議題是她最感興趣

的部分，其中最令老師印象深刻的是在屏東洋蔥農民眼疾的調查研究。當年高雄



醫學院何啟功醫師告知洋蔥採收農民出現聚集性眼部感染真菌案例，為了解感染

來源，張老師與何醫師的團隊便南下調查，結合其他學術單位的老師之力，共同

進行研究，以確認是否為職業性感染。由於當時的文獻並沒有種植洋蔥作物者引

發眼部感染真菌的案例，因此老師以枋寮市集地為對照組，並於屏東與高雄等地

洋蔥田同時進行採樣以及個案搜尋，發現同樣的採蔥工作卻僅在屏東等地出現案

例。老師當時的假設是因屏東洋蔥田蓄含較高的真菌所致，但採樣數據卻與假設

相反，反在高雄地區洋蔥田空氣中的真菌濃度較高。進一步檢視研究假設，並收

集更多資訊進行分析後，發現屏東恆春半島強勁的落山風，造成空氣異物侵入並

傷害農民角膜，致使眼內真菌引發角膜感染與發炎；若無強勁風速導致眼睛受傷，

即使眼內含有高量真菌也不易引發角膜炎。真相調查出來後，張老師便與在地醫

師與農會合作，在眼科門診與農會處教導當地民眾瞭解真相，並發放適當的護目

鏡，「我們必須要給予民眾正確的概念，讓他們知道眼睛受傷甚至失明的真正原

因，並提供適當的防護工具，同時教導他們能具備自我防護的能力，這樣就可以

避免許多年長者為了打零工賺家用，卻因為沒有適當的瞭解與防護而生病甚至失

明，自覺造成家庭的負擔而感到自責沮喪的窘境，而這也是實踐公共衛生的一種

方式。」這歷經三年多的調查研究，抽絲剝繭找到問題的核心，一個造成農民眼

疾的地方性疾病總算找到了病根，也有了預防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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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當一次大學生呢？---給現在學生的建議 
 

臺大是綜合大學、豐富有深度，臺大的人文素質很好、各有特色，所以這裡

的人就是無價的資源，參加社團可以認識系以外的人，有機會多見識外面的世界

是很好的。而臺大學生，正介於 18~25 歲的黃金學習年齡，通識課程對於各種知

識涉獵的廣度是很需要的，因此，可以多花點時間在學習上，旁聽、修課、善用

臺大多元課程的資源。所選擇的課程類型可以是單純聽課、或有安排實作的，找

到自己最有興趣或是最擅長的、這就是這年齡最該努力的方向。 
「公共衛生這個領域是否是你真正的人生興趣，也應該在這個時候多去探索，

並且嘗試找出對自己人生最負責的答案。因為與老師們當學生時期的環境相較之

下、現在學生可以得到的資源實在是多太多了，如果在這樣豐沛的環境下仍然抱

著淺嘗即止、或是”能畢業就好”的態度，似乎就有些浪費，也可惜了。」張老師

說。 
或許有人會覺得一個沒有執照的科系好像沒有「專業」，但一個公衛系畢業

出來的學生，一定比沒有念過公共衛生的學生有不一樣的知識與能力，例如，公

衛系學生處理資料的能力會比沒學過統計的人來的強；對於分析與連結一個疾病

的來源也會比沒有學過流病的人來的強；對於健保或醫院管理也會比沒有接觸過

的人多懂一些角度；公衛系同學對於暴露風險與污染物量測及管理也會更有概念

與專業知識。「但是當你站在自己的領域框框裡看著你不熟悉的科系或領域，容

易感覺到自己的不足，此時可多想想，自己所學的特色在哪裡？與不念公衛系的

同學差異又在哪裡？」而「念大學」只是為自己開了一扇門，學生得自己發掘、

拓展視野，所以，博雅的"博"就是給個機會看到自己的其他面向。另外，大學時

也可多接觸非屬學習面的事物，給人生打下其他基礎，並讓生活平衡，是大學生

活中很有趣也很有意義的事情。 
黃老師為這段訪談做了個結尾，鼓勵走在公衛一途上的學生們：公衛的特性

是廣淺、而一些專業科系是相對窄且深，但時間往前走遠了之後，很多事情會因

此而產生變化，公衛系念的淺並不代表停滯，它會因為你的目標確立而逐漸走深

走廣。大學短短的四年以深淺來比較科系常會忽略廣度的重要性，但時間軸若再

往後拉長五年、十年，情況就會很不相同。所以對於目標明確的學生而言、念公

衛系可以如魚得水。 
 
  
 
  



 
黃耀輝老師與張靜文老師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