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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蘇州首例人工電子耳手術

從發現鑫華開始，慈濟志工一直在一

旁陪伴他們一家人。攝影／方慈昱

■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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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楓橋夜泊〉 唐 /張繼

這首七言絕句，描寫的正是蘇州這座

千年古城，旅人在夜色中的思鄉幽情。

而在現實生活裡的深夜兩點鐘，正是人

們在夢鄉安眠的時刻，住在蘇州吳中區

長橋人民醫院旁的王付茂卻已牽著摩托

車，出發前往蔬菜集貨市場批菜。每天

貪早摸黑地出門，無論刮風下雨，他總

要騎上半個多小時的路程才能抵達，將

批來的菜接力地以三輪車及合租的貨車

載回攤子，這一賣通常都得賣到晚上八

點。他與妻兒共同在市場裡擺起菜攤，

一家三口就在這攤子上度過一天，如此

賣力地工作，為的只是希望早日替罹患

「先天性耳神經不良」的兒子王鑫華，

籌足重建聽力的費用。

雙親愛子不畏苦 義診牽起慈濟緣

年僅一歲半的鑫華在出生不久後接受

了新生兒聽力檢查，即被診斷患有先天

性聽力障礙，從此他的爸爸王付茂和媽

媽劉靜為了撙節開支，一家人搬至不到

三坪大的房間，就是想要攢下每一分錢

好替鑫華治病。因為鑫華屬於重度聽力

受損，需植入人工電子耳，手術費用高

達人民幣二十萬元。在蘇州當地的殘疾

人聯合會與衛生部門，僅能提供六萬元

人民幣的補助，其餘都要鑫華一家人自

行解決。賣菜維生的夫妻倆算過，一個

月三千多塊人民幣的收入，再怎麼樣省

吃儉用也要十年才能存夠這筆手術費，

更別說會錯過適合開刀的黃金時期。曾

經有鄰居勸王付茂，這個孩子醫不起，

乾脆送給別人算了！但是在父母的眼

中，鑫華除了耳朵聽不到，卻比其他孩

子還要聰明伶俐，怎麼捨得送人呢？王

付茂說：「這個小孩不看醫生太可惜了，

當時別人都不叫我養，說送給別人養；

我說不行，要自己養，我看這個小孩太

可憐……」

清晨天還沒亮，果菜集貨市場已是一片通明，王付

茂每天到這裡批菜養活一家人。攝影／方慈昱

王家一家三口每天得在自家的攤子待上十幾個小

時，當父母親忙於工作時，鑫華就乖乖地蹲在一

旁。攝影／方慈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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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茂與劉靜夫妻倆咬著牙，多方

尋找機會，希望能夠得到善心人士的協

助。家就住長橋人民醫院旁的王家三

口，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來自臺灣的

大醫王在自己家門口的醫院免費義診。

二○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慈濟在蘇州

舉辦首次兩岸聯合義診，地點就選在吳

中區的長橋人民醫院，包括臺灣人醫

會、慈濟醫療志業體、長橋人民醫院、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第二和兒童醫院共

近百位醫護人員，提供內、外、婦、兒、

中醫與五官科等醫療服務。鑫華父母抱

著一絲希望、帶著孩子來到義診點，巧

遇從花蓮慈院前去參加義診的陳長朋醫

師，陳長朋醫師將這個個案回報之後，

臺中慈院耳鼻喉科主任吳弘斌與在蘇州

的花蓮慈院石明煌前院長，都期盼能夠

讓鑫華接受手術恢復聽力，成就這分因

緣。

 為小男孩打開未來

第一時間愛心匯聚

義診後的半年間，慈濟醫療志業與

蘇州衛生部門多次商討，最終確定由慈

濟醫院與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合作，

進行蘇州第一例人工電子耳的植入手

術。當鑫華的手術時間確認之後，慈濟

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與石明煌前院長

冒雨前往王家，將鑫華父母期盼已久的

消息鄭重告知。林執行長表示，對幼兒

來說，人工電子耳的植入時間最好能在

兩歲前。他說：「植入人工電子耳後，

他可以感受到的不僅是音量，最重要的

是頻率。聽出不同的聲音，他自己講的

話、發的聲音都可以聽到，這樣就可以

多學習怎麼講話，這是非常重要的；

兩歲以後再裝電子耳，學習就會慢得

多。」十八個月大的鑫華正值手術的最

二○一○年底慈濟在大陸蘇州的長橋醫院舉辦義診，讓許多當地貧窮民工的孩子獲得適當的醫療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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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年齡，當他植入電子耳之後，透過教

育訓練，就能夠像正常人一樣學會聽、

學會說。

慈濟人多方奔走，期盼能夠改變這

個家庭的命運，這份願心感染了不同

地區的愛心廠商，來自奧地利的 MED-
EL(美樂迪 )公司願意捐贈這次手術的電

子耳，這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人工耳蝸

植入系統。它能夠將日常聽到的聲音轉

換成已編碼的電脈衝，刺激耳蝸的神經

纖維，再透過聽覺神經接收訊號並發送

至大腦聽覺中樞，將訊號詮釋成聲音。

另外，因為蘇州先前從未施行過相關手

術，耳鼻喉科連顯微鏡都沒有，所以手

術所需的器械也是從臺灣、瀋陽、上海

等地提前寄出，匯集到蘇州兒童醫院。

提供器械的廠商將需要的部分手術器械

從臺北打包上機時，原本還擔心無法通

過安檢，結果卻意想不到地順利。與慈

手術進行前，臺中慈院耳鼻喉科主任吳弘斌（中）、

總住院醫師周一帆（右）與蘇州兒童醫院耳鼻喉科

主任竇訓武（左）一同觀看鑫華的相關資料、交換

意見。攝影／金欐

手術前吳弘斌主任（左二）、周一帆醫師（左一）等人仔細檢查手術器材。攝影／方慈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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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期互動的安頡儀器公司代表游智淵

也表示，慈濟一直致力關注病苦，能夠

學習慈濟的精神回饋感恩，是很難得的

機會。

人醫跨海執刀  深植技術與人文

手術前兩天，負責主刀的臺中慈院吳

弘斌主任與助手周一帆醫師相偕來到蘇

州兒童醫院，與該院耳鼻喉科主任竇訓

武驗收各地送至的器械，並到開刀房測

試各項設備。六月廿四日手術當天，蘇

州廣電總臺、蘇州日報、揚子晚報、城

市商報、南京都市快報及名城蘇州網等

十家媒體記者早早守候在兒童醫院的開

刀房外，等候慈濟醫師的到來。對於蘇

州當地而言，人工耳蝸植入系統（電子

耳）是一個陌生的概念，當地記者們好

奇地提問，手術之後的鑫華是否就能像

正常人那樣聽到聲音？手術又有何種風

險？是否會有後遺症？累積八年手術經

驗的吳弘斌醫師一一予以解答。媒體更

關注的是慈濟與鑫華的因緣，以及兩地

醫療機構如何促成蘇州首例的人工電子

耳手術。花蓮慈院前院長石明煌回溯到

二○一○年底的兩岸聯合義診，這樣的

一個孩子，在茫茫人海中並不容易被社

會所注意；而慈濟在證嚴上人的帶領之

下，撫慰病苦、走到手伸得到的地方。

而當地的記者在了解了慈濟的醫療人文

之後，無不讚歎大醫王的視病猶親。

當鑫華準備進開刀房時，媽媽劉靜站

在手術室的紅線外，萬分不捨地把鑫華

遞給麻醉科醫師，孩子頓時哭了起來。

母親聽在耳裡、疼在心裡，轉過身留下

不捨的眼淚，慈濟志工李芯瑜給了這位

母親最溫暖的擁抱。鑫華的爸爸也百感

交集，不禁流下男兒淚，另一位志工林

手術進行中，慈濟志工李芯瑜（中）擁抱鑫華的母

親劉靜（右），膚慰她心急如焚的情緒。攝影／方

慈昱

臺中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主任至蘇州完成第一例人工

電子耳手術，也將相關的技術帶進當地醫院。攝影

／金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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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明亦全程在旁陪伴。兩個多小時的手

術完成之後，吳弘斌主任表示，這次手

術最特別的地方在於集合了很多人的力

量。以前在臺灣是一家醫院就能完成，

而這次在蘇州有兒童醫院的幫忙、有慈

濟志工的協助，還有各地愛心廠商的護

持，大家的共同努力完成了這項手術。

先天性聽力障礙在新生兒的發病率約

為千分之一，也就是在一千個孩子當中

可能就會有一位，自出生開始就活在寂

靜無聲的世界裡。蘇州兒童醫院耳鼻喉

科主任竇訓武表示，依常住人口和流動

人口總量來計算，當地每年有接近一百

例的先天性聽力障礙兒童，如果蘇州能

夠施行這項手術，就可以減少小朋友的

往來奔波。竇主任也感慨地說：「經過

多方的努力，終於做了一件功德圓滿的

事情，兒童醫院是蘇州第一例開展這項

手術的醫院，此次學到了不少知識，但

是更好的是學到了獻愛心。」兒童醫院

院長為了表達對慈濟的感恩，此次手術

的費用、院方能免則免，也期盼未來慈

院醫師能夠常來蘇州做指導教學。

迎接世界的聲音

接受美好學習感恩

經過三個禮拜的傷口癒合等待期，

在七月十六日，鑫華的電子耳正式「開

頻」，從那一天開始，鑫華第一次聽見

屬於這個世界的聲音。媽媽劉靜曾經流

著眼淚表示，如果沒有遇到慈濟，她的

孩子也許一輩子都聽不到這個世界的聲

音，一輩子都不會叫「媽媽」。等將來

孩子懂事，她會告訴鑫華，是慈濟和許

許多多的好心人愛的接力，讓他能夠像

正常人一樣健康成長；她會教育孩子從

小感恩，回報社會。而鑫華的爸爸最希

望的就是孩子長大後能當個醫生，將來

遇到像他們這樣的家庭、遇到有人需要

幫助時，也能夠像慈濟的醫生一樣去救

人。

蘇州當地各家媒體記者聯合採訪花蓮慈院前院長石

明煌（右一），進而瞭解慈濟的醫療之愛。攝影／

方慈昱

鑫華的雙親劉靜（左）與王付茂（右）抱著甫出院

的鑫華，表達對慈濟的感恩之意。攝影／方慈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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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廿四日，林俊龍執行長特地前

往蘇州探望鑫華，關心他的人工耳蝸開

機後的恢復狀況，並觀察傷口癒合的情

形。每一位關心鑫華的人，都很期待看

到孩子聽見聲音的反應，就像鑫華父母

期盼聽到孩子喊出第一聲爸爸媽媽一

樣。未來，慈濟醫院也將與蘇州大學附

屬兒童醫院展開更具體的合作，包括對

人員的調派與研習等，不僅將帶動當地

醫療技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根植醫療

人文，發揮「人本醫療、尊重生命」的

慈濟精神。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左一）特

地前往蘇州探望鑫華，關心他的人工耳

蝸開機後的恢復狀況，並觀察傷口癒合

的情形。攝影／郭鑫

林俊龍執行長揮手向鑫華一家三口道別，祝福他們

能有美好的新「聲」活。攝影／郭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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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
十方之愛
文／吳弘斌  臺中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見證蘇州首次施行電子耳手術

二○一○年的冬季，慈濟醫療團與

第一人民醫院合作，首次在蘇州舉辦義

診，一對山東夫婦帶著一歲多的孩子前

來，原因是他們發現這個孩子已經一歲

多，卻連發音都不會。

花蓮慈院耳鼻喉科的陳長朋醫師經過

檢查之後，發現鑫華是重度聽力障礙的

孩童，陳醫師告訴在蘇州的花蓮慈院石

明煌前院長，鑫華是一個很適合植入人

工電子耳的病患，如果再加上後續的聽

語復健，他的聽語能力很有機會回到主

流社會。

海峽兩岸總動員 為孩子未來點燈

陳醫師推薦我是在慈濟醫療體系中具

備電子耳手術技術人選之一，於是，石

前院長向上人報告此事，上人慈示，希

望慈濟醫療志業能夠給予這位小男孩最

大的協助，也感恩石前院長半年來不辭

吳弘斌主任師承花蓮慈院陳培榕副院長，現今已是

東亞地區的電子耳手術指導醫師。攝影／金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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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勞的於兩岸溝通、協調以及聯繫，才

能促使這次蘇州電子耳手術能夠順利執

行。

待相關程序都逐漸明朗後，慈濟醫療

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更於今年六月十日親

自前往病童的家中拜訪，告知父母和小

朋友手術日期。

雖然出國指導手術已並非第一次，但

是前往對岸執行手術，仍充滿了變數與

挑戰，感恩臺中慈院主管的支持，以及

臺灣安頡公司、臺灣與對岸美敦力公司

在手術器械上給予大力協助，另外美樂

迪公司更免費提供電子耳給小朋友。正

在臺中慈院接受訓練的周一帆總住院醫

師則應邀隨行，協助進行手術。

六月廿一日，我們一行人由桃園前往

上海，在浦東機場前往蘇州靜思書軒的

路上，已經有志工師姊仔細說明這位小

朋友的家庭背景與互動情形，石前院長

隨後於書院中與我們見面，討論這次手

術的相關事宜。

愛心廠商  協力支援

隔日，拜訪蘇州兒童醫院耳鼻喉科的

竇主任後，隨即開始清點手術器械，器

械是大陸的美敦力公司由全國各地匯集

而來，分別從南京、瀋陽、河南寄送過

來，可謂是匯集了十方之愛；第一次清

點仍舊缺少些許器械，我們再趕緊聯絡

臺灣的廠商於隔日攜帶至蘇州；最後是

顯微鏡，蘇州兒童醫院並沒有耳科手術

顯微鏡，竇主任遂向神經外科借用手術

顯微鏡。

手術前一日，我與家屬及小男孩見

面，並且向家屬解釋手術的過程、可能

吳弘斌醫師在蘇州執行首例人工電子耳手術。透過

不斷學習與分享，協助更多病人打開寂靜，聆聽世

界的美好。

進行手術前，吳弘斌醫師探視小鑫華，再做一次檢

查，也讓父母安心。攝影／金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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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併發症以及後續的聽語復健，家屬明

瞭電子耳的作用以及後續復健的重要

性，並允諾會給鑫華好的復健環境。

治療小男孩  看到眾人之愛

手術當日進行得很順利，經過三個小

時的手術，順利將人工電子耳蝸植入鑫

華的耳蝸內，手術後的 X 光以及電極

頻率測試皆相當成功，讓我放下心中的

一塊大石頭。手術後，鑫華復原良好，

隔日前往換藥，傷口沒有感染，由於蘇

州兒童醫院沒有美容膠帶，我回到臺灣

後，再用快遞寄去蘇州給小鑫華使用。

感恩上人推動四大志業，讓鑫華能夠

得到眾人之愛，祝福他將來能發揮良能

回饋社會。感恩林碧玉副總、林俊龍執

行長、石明煌前院長這半年來於兩岸的

溝通、聯繫及協調。感謝臺中慈院陳院

長以及臺灣的愛心廠商們大力協助。

此行的蘇州電子耳之行集合了慈濟的

慈善、醫療以及人文的合作，有眾人的

協助，才能順利將這分愛心植入在鑫華

的耳蝸內，讓美事成真。最後，再次要

感恩上人、林執行長、林副總以及花蓮

慈院陳培榕副院長八年前的栽培，因為

有當年赴澳洲學習電子耳植入手術，才

能在八年後，將此醫術回饋給那些受苦

的聽障病人們，讓更多在無聲世界裡的

人們，可以有機會打開接收聲音的頻道

聆聽這個世界的美妙，也可以跟我們一

樣說話唱歌，這也是多年來鑽研電子耳

世界最大的成就與感動。

蘇州日報以大篇幅的版面來報導這項兩岸合作的

首例人工電子耳手術。攝影／周一帆



人醫心傳
2011年10月

46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技術輸出
無國界

文／曾秀英

臺中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吳弘斌

以「將中耳聽小骨重建手術合併中耳植

入助聽器手術」術式，成功讓「耳骨硬

化症」病患重拾聽力，二○一○至二○

一一年，應邀至瑞典、北京、雅加達、

吉隆坡、上海、香港等地演講或示範手

術，與同業分享他的獨創做法。今年更

赴大陸完成蘇州第一例人工電子耳，不

吝輸出先進醫療技術，分享給其他醫

師，幫助更多需要的病患。

聽小骨重建難度高

自創術式更快更好

吳弘斌主任在大林慈濟醫院服務期

間，前往澳洲學習人工電子耳的相關技

術，學成回國後成為雲嘉地區第一位

「人工電子耳」專任醫師，轉赴臺中慈

院任職後，領導耳鼻喉科團隊承擔起搶

救中部地區聽障民眾「聲」命契機重

任。

他在醫療與研究方面表現突出，不

斷自我突破，獨創更新、更快的術式。

其中針對「耳骨硬化症」病患，獨創的

「將中耳聽小骨重建手術合併中耳植入

助聽器手術」術式，在二○一○至二○

一一年，就應邀北京、雅加達、吉隆坡、

上海、香港等地演講或示範手術，今年

八月又獲邀前往瑞典與同業分享成功經

驗。

   「耳骨硬化症」指的是聽小骨硬化，

發生率千分之五，屬於後天原因不明疾

病，也無法治癒。

「中耳植入助聽器手術」在全球已超

過千例，對於有單側失聰的病患來說，

好處是先在一側中耳植入助聽器，至少

可以用十年，一旦另一耳也聽不到時，

蘇州第一例接受人工電子耳的小鑫華手術順利，吳

弘斌醫師返臺前再特地到病房去探視他的恢復狀

況。攝影／金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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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還有一耳支撐。不過，中耳構造精

緻，用力稍過，輕則聽小骨位移、重則

傷及內耳，造成全聾，這就是為什麼人

工聽小骨手術是各式中耳手術裡最細膩

的一種。

吳弘斌醫師認為，如果將「重建聽小

骨」合併「中耳植入助聽器手術」，可

以直接刺激聽小骨，讓聲音傳遞不需從

外耳、耳膜，一定會更直接、品質更好。

但同時進行「重建聽小骨」與「植入

助聽器」兩種手術，困難度十分高，因

為操作空間只有零點一到零點二公分，

一旁還有顏面神經，一不小心可能會有

聽力沒有救回來，反而傷及神經，導致

臉歪嘴斜的結果。

這項手術的複雜度與技術的要求極

高，臺灣能做的醫師有限，再加上健保

不給付，選用的人屈指可數。

完成蘇州首例  嘉惠病患樂分享

有別於一般經卵圓窗繞道的路徑，吳

弘斌主任的「中耳聽小骨重建手術合併

中耳植入助聽器手術」，是依照人體生

理構造，直接從卵圓窗進入，這個方式

沒問題後，他又嚐試更直接以植入助聽

器取代聽小骨，相同的品質，手術花費

時間更短，應邀八月赴瑞典分享創新術

式，獲國際同業肯定。

今年，吳弘斌主任遠赴大陸，完成

蘇州第一例人工電子耳。緣起始於二○

一○年底，在慈濟醫療志業與當地醫院

合作舉辦的一場義診中，當時才一歲多

的王小弟，被發現是重度聽力障礙的孩

子，因為一家三口靠當民工的爸爸在菜

市揚擺蔬果攤的微薄收入度日，根本無

力負擔龐大的手術費用，慈濟基金會評

估後決定給予補助。

吳弘斌主任接下這個跨海任務，於今

年六月底赴大陸，完成蘇州第一例電子

耳，成功替王小弟打開人生重要的一扇

窗。

人工電子耳屬於非常精密的顯微手術，需要顯微鏡

輔助開刀。攝影 / 曾秀英

吳鴻斌醫師示範電子耳手術，國外的醫師也來觀摩。

攝影 / 曾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