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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植入式助聽器

與人工電子耳

■封面故事

文／游繡華

一百分貝以上，震耳欲聾，像是工地施工的嘈雜、鞭炮聲、飛機起飛噪音；

六、七十分貝，如辦公室環境音，或與朋友對話的音量；

四十分貝，約莫是到圖書館閱讀，在客廳看書；

十、二十分貝之譜，就像在臥房休息，或至靜謐的森林漫步……

聲音，伴隨環境改變；

聽力，主宰感受心境。

吵鬧紛擾，讓人心亂如麻，期望無聲勝有聲；

但萬一無聲靜謐永遠延長，

醫療，該如何挽救無助絕望？

不管是先天障礙、因傷受損、或是隨著年歲增長的耳背，

醫學不斷地努力研究，設法修復，

終於找到將聲音轉為數位化電子訊號的妙法。

從傳統的外掛式助聽器，或大創傷開顱植入手術，

進化到精巧的人工電子耳，或植入式助聽器，

手術更精密、傷口更微小，聽力恢復良好。

慈濟醫院的耳鼻喉科醫師群，跨院區協力完成高難度手術，

為聽損朋友重新打開聆聽頻道，

傾耳聆聽，微細音聲，聲聲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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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聲音真好，不用再因為聽不清

楚、問人問到歹勢」，五十六歲的李月

茶女士，她的右耳聽力大概在五十歲過

後逐年退化，因為有正常的左耳依靠，

也就長期忽略、習慣右耳聽不到的生

活。直到孩子接手家中的生意，再加上

聽不清楚顧客說的話，去年開始認真就

醫、求治，成為臺灣第二例完成中耳植

入式助聽器手術的病人。

聽和說是人類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溝通

方式。從近年流行的視訊系統或3G影

像電話，若是少了聲音，溝通效果也相

形失色，更可看出聽覺的重要性。幸好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助聽器、人工電

子耳、人工中耳、腦幹植入體等輔具的

發明，為聽力損失的病友帶來希望，慈

濟醫院耳鼻喉科團隊已在今年元月完成

首例人工中耳植入手術，這項術式對於

國內神經感音性或混合型聽障的病友更

是新春最好的消息。

義籍權威來相助

首例中耳植入跨院合作 

李女士與丈夫在台北經營販售熟食

生意，顧客來來去去，每天生活十分忙

碌。這些年來，她說，她不是不知道右

耳聽力漸失，從接聽電話、聽收音機

時，她都因可以靠左耳聽，就沒去注

意，之後親朋關心，便到醫院檢查，並

且接受右耳聽力障礙的事實，也曾動過

手術，但效果不佳。幸有家人鼓舞與支

持，李女士對於臺北慈院耳鼻喉科醫師

吳弘斌建議接受中耳植入式助聽器手術

的治療，充滿期待。

二ＯＯ九年元月十四日，住進花蓮

慈濟醫院等待手術的李女士，在丈夫陪

伴下，心情十分平靜，看著大愛劇場，

臉上看不到一絲緊張。雖然在手術前一

週才看到這次手術的醫療小組召集人

陳培榕主任，但陳主任邀請中耳植入

式助聽器手術權威米羅．培卓米(Millo 
Beltrame)與歐田索．馬羅塔(Ortensio 
Marotta)兩位義大利籍醫師飛來花蓮協

助，由主治醫師臺北慈院吳弘斌主刀之

外，花蓮慈院耳鼻喉科周昱甫醫師也將

共同參與；慈濟跨院區的耳鼻喉科醫護

團隊，讓李女士對於此次手術深具信

心。

李女士在手術前說，做生意又不能

▌慈濟醫院耳鼻喉科團隊跨院區通力合作完成第一

例電子中耳手術。圖為手術前一天，護理同仁告知

李月茶女士(左)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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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顧客說話的位置，只要客

人站在她右邊說話，她就得

再問客人說什麼？請客人再

說一遍，真的是問客人問到

很不好意思，聽醫師說手術

後就可恢復聽力，所以全家

人都支持她的手術治療。果

然，十五日術後當晚的測

試，李女士的右耳聽力恢復

很好，並提前在十七日出

院。至臺北慈院追蹤無不良

反應，聽力幾近正常，並在二月二十八

日正式開機。

事實上，為了改善李女士的聽力障

礙，由花蓮慈院耳鼻喉科陳培榕主任擔

任召集人，並邀周昱甫醫師、大林慈

院耳鼻喉科主任何旭爵醫師，與吳弘

斌醫師召開跨院討論會。因為病人沒

有嚴重到極重度聽損的程度，還不需

要人工電子耳；第二個辦法是外掛式數

位助聽器，不過病人已試過現今頂級的

助聽器，對效果仍不滿意，且這位女士

骨導聽損仍有四十分貝，氣骨導差三十

▌義大利籍的中耳植入式助聽器權威受陳培榕主任(右三)之邀來指導，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右一)特

地代為致意，也參與討論此手術的困難度與特殊性，花蓮、臺北、大林的耳鼻喉科醫師共同與會。

耳朵構造圖

耳廓

外耳道

外耳 中耳
內耳

鼓膜

耳蝸神經(聽神經)

鎚骨

耳蝸

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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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中耳聽小骨重建手術」可以消

弭三十分貝的氣骨導差，但病人之前已

接受過一次類似手術，更增添手術困難

度。而且病人對以上這三種辦法都不滿

意。幸運的，去年十月衛生署通過引

進的中耳植入式助聽器(Vibrant Sound 
Bridge Middle Ear Implant System)，在

世界各國已累積上千個使用者恢復其聽

力，恰可運用在李女士的右耳。

完整客觀聽力篩檢

東臺灣傾聽無礙

花蓮慈院耳鼻喉科儘管位居東部，

在耳疾、聽力障礙的診斷、治療，不僅

擁有符合美國標準的聽力檢查室，例如

可以提供幼兒聽力障礙程度的客觀性篩

檢的聽性腦幹檢查儀；耳聲傳射檢查儀

也是屬於功能較客觀的聽力檢查儀，尤

其是對嬰幼兒聽障篩檢更不失為便利簡

單的辦法；以及純音聽力檢查儀。另外

檢查中耳及辨別內耳或內耳後病變的鼓

室圖及聽阻檢查儀，以及用在暈或平衡

障礙病人檢查其前庭系統的平衡檢查儀

等；慈院更有頂尖的耳鼻喉科醫療團

隊，用專業與愛陪伴病人走出聽障。

在聽力障礙上，除了配戴助聽器、

手術等治療，特別是針對重度至全聾的

病人或配戴助聽器無效的病人，花蓮慈

院在二ＯＯ四年五月引進人工電子耳，

並完成東部首例人工電子耳手術。人工

電子耳的發明至今已二十多年，在臺灣

也有十多年的經驗及一千多例的成功病

例，花蓮慈院為進行這項手術，添購電

子耳開頻儀器等醫療設備，並派耳鼻喉

科醫師到澳洲接受訓練取得執照，培訓

聽力復健師，並邀請來自澳洲的匹曼

(Pyman)教授以及臺大醫院的許權振教

授指導首例手術。從此，也為東部聽障

朋友提供便利的醫治管道，不必再千里

迢迢的到西部尋醫。　　

▌由臺北慈院吳弘斌醫師主刀，花蓮慈院周昱甫醫師、陳培榕主任、大林慈院何旭爵主任共同協助，兩位義

籍醫師也在旁指導。顯示器上可看出已到中耳的聽小骨位置。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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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電子耳助聽

小魚感謝花慈團隊

三年前，來自臺東縣賓朗國小的八歲

小女孩小魚(化名)，是個先天的重度聽

力障礙病人。她在六歲時即到慈院做檢

查，周昱甫醫師便建議可為她進行人工

電子耳，改善她的聽力，但因這項手術

費用遠超過小魚的家中經濟狀況所能負

擔，再加上小魚的家人聽說人工電子耳

對人體不好，所以讓小魚治療的意願一

直不高。

不過，耳鼻喉科周昱甫醫師、語言治

療師張乃悅、社工師以及臺東賓朗國小

的老師並沒有放棄。由於失聰兒要越小

治療成效越好，特別是最早在下鄉訪查

發現小魚的張乃悅更利用每次下鄉巡診

的機會，鍥而不捨、苦口婆心地與家長

溝通，希望能讓小魚盡早接受治療，最

後，小魚的父母終於點頭，再加上學校

老師與慈院協助費用申請補助，小魚終

於在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受人

工電子耳手術治療。

令花蓮慈院團隊記憶深刻的是手術

後為小魚「開頻」當天，二月十六日下

午一點半，當小魚在聽力師鄒嘉惠「開

頻」的那一剎那，她馬上舉手並突然放

聲大哭的情景。因為她面對自出生以來

第一次「聽」到聲音的感覺，讓她興奮

的直接用哭來反應。鄒嘉惠回憶：「那

一幕，真是驚心動魄！」小魚的母親也

感動得紅了眼眶。

二○○七年暑假，小魚跟著父母親、

奶奶、校長、老師與弟弟妹妹從臺東動

身，回到慈濟醫院感謝醫師叔叔。由陳

順利校長代表將學校特別製作的感謝狀

送給慈濟醫院，由石明煌院長、耳鼻喉

科陳培榕主任及周昱甫醫師一起接受校

方及小魚與家人的心意。

或許是有弟弟妹妹陪伴，小魚開心

地在檢驗科與耳鼻喉科門診空間玩了起

來，看到石院長時，不僅沒躲在大人身

後，也努力開口回答石院長簡單的問

話。小魚看到周昱甫醫師，雖難掩害羞

的表情，但她還是努力地發出「謝謝」

兩個字，並伸出雙手搭配手語表達她的

感謝。

儘管小魚還說了許多咿咿

呀呀不是很清楚的話語，但小

魚開心的表情，已經說明了一

切，而她越來越願意表達，就

是她持續進步的象徵。小魚的

▌花蓮慈院耳鼻喉科已設置各式耳疾檢

查儀，能精準量測聽力的狀況，東臺灣

民眾可就地積極醫療恢復聽力。圖為聽

覺穩定狀態電位反應(ASSR, Auditory 
Steady State Response)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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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跟奶奶更是從一開始就一直

微笑，開心與滿足都寫在臉上；

奶奶說，小魚現在真的好很多，

很謝謝慈濟醫院的幫忙！

有聲世界好互動

開朗活潑樂表達  

周昱甫醫師說，剛幫小魚裝好

人工電子耳時，就預估他至少需

要一年的時間才能開始說一小句

話；現在，每次見到小魚，都會

感受到她明顯的進步，真的令人

欣慰。石院長則說，看到小魚這

麼活潑，就是支持醫師叔叔繼續

努力下去的最大動力。小魚在老

師協助語言復健下，已經能簡單

的表達自己的意思。進入繽紛的

聲音世界之後，也讓小魚變得比

以前更加開朗活潑。石明煌院長

說，看到像小魚這樣可以不斷進

步恢復健康，就是支持醫生們繼

續努力的最大動力。

陳順利校長說，因為臺東縣只

有賓朗國小設置啟聰班，資源不

是很足夠，慈濟醫院的幫忙讓偏

遠地區的小朋友獲益很大。小魚

的導師謝佩芬則是每次講話，都

會特別再跟小魚強調一次，讓她

聽得更懂，她相信小魚可以越來

越好。在那次聚會中，耳鼻喉科

團隊也知道，雖然小魚錯過了二

至三歲的語言學習黃金期，但是

在裝上人工電子耳之後，一年多

▌接受人工電子耳手術的小魚在家人與臺東賓朗國小陳順利校

長(左)的陪伴下到花蓮慈院感謝耳鼻喉科團隊，左二為石明

煌院長，右一為陳培榕主任、右二為周昱甫醫師。聽力師開心

地與小魚對談(上圖)，石院長也藉機考考小魚的語言表達(中

圖)。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二月

21

中耳植入式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

來從無到有，小魚的進步看得到，小魚

正努力地學習手語、唇語及閱讀，增進

語言及書寫能力，以追趕其他同學的進

度。

去年，小魚的聽力測試以及人工電

子耳檢測都正常，現在就讀五年級的小

魚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不錯，謝佩芬老師

說，雖然小魚的個性對挫折的容忍度較

低，但語言已進步很多，有些字詞的發

音幾乎和「聽人」差不多，而且會主動

和同學打招呼，在融合課程與普通班的

學生一起上課，言語互動無礙，在家庭

生活中也能引導弟弟妹妹，是個好姊

姊。

耳根清靜好聽力 美好人生勤把握

聽和說是人類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溝

通方式。從近年流行的視訊系統或3G
影像電話，若是少了聲音，溝通效果將

相形失色，因為根本無法聽到對方在說

什麼。或許有人認為可以使用文字來溝

通，但是文字雖然較為精確，卻要花更

多的時間在書寫或輸入，缺乏即時感；

若用手語或肢體語言來溝通，速度雖較

快，卻難以準確的傳達訊息。這也突顯

聽覺系統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般說來，造成聽力損失的原因有

遺傳因素、中耳炎、長期處於高噪音環

境、先天缺陷、聽覺器官自然老化、外

力傷害、藥物傷害等因素，而聽損的發

生，主要來自於病變；當外耳、中耳、

內耳聽神經及腦聽覺中樞的任何部位有

病變時，都會影響聽覺，造成聽力障

礙。聽力障礙可依病變位置不同區域分

為傳導性聽力障礙、感音神經性聽障、

中樞性聽障、以及同時存在兩種聽障類

型以上混合性聽障。

傳導性聽力障礙發生在外耳、中耳，

常見的因素有耳垢栓塞、鼓膜穿孔、中

耳積水、聽小骨斷裂等狀況。聽力損失

會在輕度到中度常可藉由藥物治療或手

術來改善。

感音性聽力障礙的病變以在內耳較

多，多有響音重振現象，也就是低音聽

不清楚，大聲則不能忍受；病發的位置

在內耳或聽神經，造成神經性聽力損失

原因包括濾過性病毒的傳染、耳毒性藥

物的治療、老化和暴露在噪音環境中。

病人臨床上常抱怨聽得到對方的聲音卻

不能了解對方講話的內容。

中樞性聽力障礙發生在中樞聽覺神經

系統，可能因老化、腦傷或其他的神經

疾病造成。這類的聽障常會導致聽覺記

憶及理解能力的減退。

聽力受損不僅影響人與人的溝通能

力，也阻礙語言的學習力與成長發展，

特別是先天性的聽力受損，越早篩檢、

診斷，越有利於治療、復健與學習，能

使用其殘存的聽力或藉由日新月異的科

技聽覺輔具，發展其聽覺與語言能力，

進而快樂的學習與成長。而一般人若有

耳疾或聽力退化的症狀出現時，也應及

早就醫勿輕忽，找出病因，對症治療，

修復聽力或延長聽力的使用期限，過著

耳聰目明的美妙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