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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全球及台灣的主要致死原因之一，近期某名人因肺腺癌逝世，

引發社會對此疾病的關注。由於肺癌發病率高且多數患者在晚期才被

診斷，早期篩檢成為提高生存率的關鍵。自 2022年 7月 1日起，衛

福部國民健康署將肺癌納入癌症篩檢項目，針對高風險族群提供每兩

年一次的免費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LDCT），以期早期發現肺癌，減

少死亡率。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放射科朱朝永組長表示，根據 2021年國健署的數

據，台灣肺癌發病人數達 16,880人，顯示該疾病已成為最常見的癌

症之一，LDCT篩檢對於降低肺癌死亡率表現顯著。另根據美國 2011

年國家肺癌篩檢試驗（NLST）的結果，對高風險人群進行定期 LDCT

篩檢，可降低肺癌死亡率約 20%，能有效發現早期肺部病變，讓患者

有機會接受簡單且低成本的手術，避免晚期高昂且複雜的治療，進一

步節省醫療資源。 

 

LDCT檢查的結果通常依據肺部結節的大小與風險分級，進而制定追

蹤與處置計劃。LDCT雖然靈敏度高，但偶爾會出現偽陽性結果，這

意味著部分非惡性結節可能被誤判為癌症，進而引發患者的焦慮。為

避免過度診斷，醫師通常會建議對某些結節進行定期追蹤，觀察其在

未來數月內是否變大或惡化。若結節穩定不變，則可排除惡性的可

能，從而減少不必要的進一步檢查與治療。 

 

朱朝永組長指出，民眾關心的輻射劑量方面，一次 LDCT約為 1至 2

毫西弗，雖略高於一般胸部 X光，但遠低於傳統胸部 CT，與台灣每

年自然背景輻射暴露量相當。因此，考慮到篩檢的潛在收益，輻射風

險是可控的，在有臨床需求的情況下，民眾不用過度擔心篩檢中的輻

射暴露。 

 

朱朝永組長建議，屬於高風險族群的包括有肺癌家族史的 50至 74歲

男性及 45至 74歲女性，或有 30包年吸菸史者（即每天一包持續 30



年，或等同數量的吸菸行為），以及已戒菸未滿 15年者，對此類對象

來說，戒菸和定期 LDCT篩檢能有效降低罹患肺癌風險。 

 

（本篇內容旨在提供一般醫療衛教知識，如有不適或疾病，應尋求專

科醫師的診治，以免貽誤病情，並能獲最佳治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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