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糖不同，造就截然不同–減重代謝手術 

 

 

 

 

 

 

 

糖尿病vs肥胖 - 雞能生蛋，蛋又可生雞 

現代人由於工作壓力大，下班回到家只想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滑手機，鮮少人有

規律運動的習慣。越少運動，體力就越差，體力越差，就更不想動。此外，因工

作忙、工時長，大家外食的機率相對提高，但坊間許多餐飲業者為了降低成本與

兼顧色香味，往往犧牲了健康上的考量，其烹調成品多偏向高油、高糖與高鹽，

而這些「三高食物」就是導致「三高慢性病」和肥胖人口日益激增與年輕化的元

凶之一。 

 

人在進食後會將大量的糖份釋放至血管內，通過血液循環運往全身各處，胰島素

是人體內最主要的降血糖激素，依靠其和細胞上的受體結合(類似鑰匙和門鎖的

關係)，血糖得以順利進入細胞進而被人體所利用(類似鎖了門的房子)，同時讓

血液中的葡萄糖濃度被胰島素調控在一定的範圍內。 

 

肥胖者身體組織當中細胞的胰島素受體數量減少，造成胰島素的相對不足和效率

下降，為了維持血糖在正常範圍，身體就會產生更多的胰島素。但長期合成大量

胰島素，生產胰島素的胰腺會因工作過度而趨向衰竭，所分泌的胰島素就逐漸減

少，一旦胰島素分泌不足就會引發糖尿病。除此，胰島素屬於促進合成激素，可

以幫助脂肪的合成，所以高胰島素血症也會進一步加重肥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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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糖尿病患開始接受藥物治療，有些人在服用降血糖藥物後會出現「低血糖」

反應，變得更容易感到飢餓，反射性增加食量以致體重上升，繼而削弱身體調節

血糖的功能，讓血糖指數反升，醫師就需要不斷地加重藥物劑量以壓制血糖，如

此惡性循環。 

 

另外，「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具有相似的遺傳背景，遺傳基因的缺陷導致

肥胖的同時也易引發第二型糖尿病。 

 

改善糖胖症 - 從減重做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裡，超過9成有過重或肥胖問題，

即醫學上所稱的「糖胖症」。國人十大死因中，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

病、糖尿病、高血壓性疾病及腎病變等6項，都和「肥胖」有高度相關性；如果糖

尿病再結合肥胖問題，死亡率甚至還會增加到7倍之多！另外，肥胖也容易引起

痛風、退化性關節炎、脂肪肝、膽結石、胃食道逆流、不孕症等許多慢性疾病。 

 

傳統以來治療糖尿病，都以「控制」為目標，視「共存」來相待。病情輕者，就飲食、

運動加內科藥物為治療基礎；到口服藥物無法控制時，就轉為注射胰島素。而當患者罹

病10-20年後，免不了陸續出現各種合併症；尤其對那些加乘肥胖問題的糖胖症患者，合

併症會來得更快且複雜。 

 

這一條「糖尿病情發展路」，以往患者只能宿命接受，無法改道或回頭，但近20餘年研

究發現，適時介入外科的「減重代謝手術」治療，不僅可以有效率地改善病況，甚至有

機會完全根治疾病！ 

 

「很多病患接受減重手術後，在未出院前血糖就已經回復正常了。」徐醫師說。 

 



什麼病人適宜接受手術治療？ 

醫學界定下明確指引：「BMI(身體質量指數)超過27.5，用盡藥物或內科方法

都難以控制血糖的病人，應考慮手術治療；BMI達32.5或以上者，建議手術治

療；BMI超過37.5，應以手術為首要治療方案。」 

 

徐醫師坦言，對於重度以上肥胖患者(BMI≧35)，透過傳統的飲食、運動甚至

藥物輔助治療，成效有限外，病患常不得其門而入，反覆地嘗試錯誤，因而錯

失了手術治療的最佳時機。 

 

應把握手術時機 

研究發現，若糖胖症患者太遲進行手術，能獲得改善的效果較有限。「假使病

人到藥物全然無效時才做手術，因胰臟完全沒有健康的細胞，手術後即便有荷

爾蒙的刺激，也於事無補，無法增加胰島素的分泌；又如病情已到晚期，心腎

功能極差，手術對病人來說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徐醫師說。 

 

臨床經驗 

隨著微創手術的發展和精進，減重代謝手術的各種術式都能以腹腔鏡執行完成，

大部分病人可在術後三至五天出院，不過實際上還是須依個人情況而有所不同。 

 

徐醫師表示，在其個人實行減重手術的病患中，同時罹患糖尿病者約占4成，而

其中2成7患者需施打胰島素，其餘則皆需服用至少一種降血糖藥物。患者接受手

術後，無案例需再使用胰島素治療、低於1成患者只需服用一種降血糖藥物，所

有病患在一年內減去至少60%的多餘體重。此外，對於病患固有的慢性病宿疾，

如高血壓、高血脂、睡眠呼吸中止、退化性關節炎、尿酸過高…等，也都有一定

程度的改善。 

 

要提醒的是，雖然減重代謝手術在糖胖症患者的治療成效不錯，但術前需由專業

醫師評估選擇適宜的手術方式；術後，亦需完全配合醫囑及定期回診，還有建立



良好的飲食與運動習慣，才是維持健康與良好體態的長久之計。 

  

身體質量指數(BMI)= 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 

    18.5≦BMI<24: 正常          30≦BMI<35: 中度肥胖 

24≦BMI<27: 過重             BMI≧35: 重度肥胖 

      27≦BMI<30: 輕度肥胖         BMI≧40: 病態性肥胖 

BMI≧50: 超級肥胖 

例:身高160公分(1.6公尺)、體重85公斤者，其BMI= 85÷(1.6x1.6)=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