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

醫
學
報
導

37卷 3期 25

歲林女士，因中耳炎造成耳膜穿

孔，3年前曾接受耳後切開修補手
術。後來，因上呼吸道感染發炎，耳膜

又破了，天氣變化就會頭暈，需要吃藥

治療，有醫師建議她手術治療，但她想

起前次手術要剃頭髮、要割耳朵、傷口

很大拆線又痛，心裡極度害怕而抗拒。

由於經常頭暈，生活不堪其擾，林女士

在先生的陪同下來本院門診檢查。經過

檢查評估，為單純的因耳膜穿孔所引

起，及天氣變化造成兩側耳溫差不平衡

而頭暈，可進行耳膜修補手術來改善。

經醫師告知耳膜修補有新的手術方式

後，林女士在先生的鼓勵下同意接受手

術。術前林女士不用剃頭髮，術後也看

不到傷口；術後追蹤耳膜恢復完整，頭

暈也明顯改善，從此遠離服藥的困擾，

讓她相當滿意，計畫要和家人出國去度

假。

60歲曾先生，10年前耳膜在挖耳朵
時弄破了，聽力變差，時常合併頭暈和

耳鳴。最近幾個月因為耳朵越來越重

聽，跟家人和朋友的溝通出現困難，本

想配助聽器改善聽力，但因為耳膜破

洞，試戴助聽器取模時就出現頭暈耳悶

不舒服，因此被聽力師建議接受手術治

療。「我不怕，你就幫我處理吧」，曾

先生很放心的交給我們。於是，我們採

用局部麻醉，整個手術過程中曾先生可

以清楚看著螢幕，跟醫師一起處理耳膜

修補。完成後，他馬上感到聽覺有改

善，醫師不需要大聲講話也能溝通。1個
月後曾先生的耳膜長好，3個月後門診追
蹤聽力，檢查結果從術前的 55分貝，進
步到術後的 30分貝，一句話不需要別人
重複講就可以聽得清楚，讓他恢復了自

信，臉上也有更多的笑容。

62歲郭先生，做SPA按摩時一個不
慎，導致右耳膜破裂，一直治療都沒有

好，更出現聽力及耳鳴問題，後來因為

黴菌感染至門診醫治。我們利用耳內視

鏡輔助中耳手術進行耳膜修補，3週後病
人回診術後追蹤，耳膜順利長好，復原

情形相當良好。

耳膜又稱為耳鏡，是聽覺傳導的門

戶。耳鏡破損最常見的原因是感染發

炎，如中耳炎；其次是外傷，如挖耳

朵、運動撞擊等原因。近年來因為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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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發達，因此外傷原因造成的耳膜破洞

比例就越來越高了。耳膜受損，容易引

起聽力障礙、耳漏和頭暈等症狀。耳膜

破損若經過 2∼3個月沒有癒合，常需要
修補，以治療和預防感染，改善聽力。

傳統的中耳手術，在顯微鏡下處理

病灶，傷口可在耳前、耳後或耳道。然

而，由於顯微鏡下經耳道處理，常因為

耳道彎曲或耳道截面積不夠大，受到限

制。近幾年，內視鏡被廣泛應用在許多

領域，耳內視鏡手術方法因而被研發出

來。由於內視鏡可輕易避開耳外部軟組

織及耳軟骨，深入耳道內部，突破耳道

彎曲限制，視野更廣，並有放大作用，

對組織的破壞減少，保留更多固有組

織，因此可有效縮小傷口。

隨著科技進步，電視螢幕畫質之解

析度提升，術中，主刀醫師與醫療團隊

可透過螢幕一起協同進行手術，使手術

過程更為流暢。大膽之病人亦可跟著醫

療團隊同時看著螢幕，了解並掌握目前

手術的進度，提升了手術滿意度。

長庚醫院接受內視鏡輔助中耳手術

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多數是抗拒剃頭髮

和要求小傷口的原因。近年來，本院更

發展出無表面傷口之中耳內視鏡手術進

階版，將所有傷口均隱藏在耳道內，術

後無需縫合和拆線，不僅術後傷口照顧

方便，更可減少術後血腫的併發症。更

重要的是，這種新式手術方式的耳膜修

補成功率，跟傳統方式成功率約 9 成不
相上下。

在 2014年的耳鼻喉科醫學會中，我

們發表長庚醫院經驗：統計 286 例病人
中，耳膜完整成功率在 98.75%，其中有
5例分別因為耳黴菌感染、不明原因而再
次穿孔。所有病人沒有被剃頭髮，也沒

有術後血腫的發生，可說是兼顧結果與

外觀，成為名符其實的「一竿進洞」。

由於經耳道內視鏡手術方式的傷口

均在耳道內，手術時操作器械的空間

小，術中需要病人配合固定頭部不動，

若非過度緊張的人格特質，可以採局部

麻醉下進行手術。有時候，若病人較易

緊張，則需全身麻醉，端視病人與醫師

術前溝通討論，檢視適應症。這種經耳

道自然孔洞的耳內視鏡應用已經越來越

廣泛，隨著科技進步，大部分中耳的主

要手術如鼓室成形術、聽小骨重建及中

耳膽脂瘤均可由此方式進行。

雖然內視鏡手術具有傷口小、復原

快的優點，但如同其他手術一樣，內視

鏡中耳手術也有它的侷限與缺點。由於

手術是在一個更小的耳道空間及 2D螢幕
下進行，不同於顯微鏡下的手術視野，

因此醫師必須對耳道立體空間的解剖距

離與相對位置更熟悉，且大多數時間是

單手操作，盯著螢幕，其實是一種吃力

又傷視力的手術方式；若是病人的耳道

太小、太彎曲，必要時會需花更多時間

將耳道擴大。

為了減輕病人心理壓力，兼顧保留

外觀，醫師永遠要站在病人的立場思

考，因此醫療科技進步的動力，也可以

說是來自於人性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