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團隊開發「手術導航
導引聚焦超音波系統」
成功完成臨床試驗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副院長　魏國珍

治
療惡性腦瘤出現重大進展！由長

庚研究團隊在國家衛生研究院及

科技部的支持下所開發的「手術導航導

引聚焦超音波系統」，在完成動物實驗

獲得良好成效後，乘勝追擊進入臨床試

驗，自 2018年起收案 6例。經過專業

分析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在聚焦超音

波焦點定位精準度，或血腦障壁開啟效

果均達預期成效，成功完成世界首次臨

床試驗，並榮獲頂尖國際期刊「科學前

沿（Science Advances）」於 2021年

2月刊登。長庚這項系統的臨床試驗獲

得成功，除為腦疾病人帶來大福音，更

將是台灣高階醫材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由筆者所領導的研究團隊，2008

年起與長庚大學攜手合作，首度利用常

規神經外科手術所應用的手術導航系統

引導穿顱聚焦超音波，由於該系統具有

高度的精準性，在動物實驗時期即呈現

亮眼成果，無論是引導奈米藥物載體或

是傳遞治療用基因到腦部均成效良好，

其獨創性與高度臨床應用價值也獲得世

界多國專利，且被美國超音波協會高度

肯定。

目前對腦瘤的藥物治療始終效果不

好，病人存活期平均只有約 14到 16個

月。主要原因是絕大多數的治療藥物都

會被腦部特有的血腦障壁阻隔在外，藥

物無法進到腫瘤區殺死癌細胞。而聚焦

超音波則可在腦部打開一扇窗，讓藥物

在特定的時間到達指定地點，大幅提升

治療的功效。

聚焦超音波是一種可以無創穿透顱

骨的能量，如配合微氣泡一起作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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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腦部特定區域暫時開啟血腦障

壁。利用此項特性，可輸送化學治療藥

物以清除腫瘤、亦可進行局部神經調控

治療退化性神經疾病，對腦疾的治療有

很大幫助；但是如何將超音波的能量精

準引導到最適當位置，一直是醫界重大

的挑戰。

長庚團隊開發手術導航導引聚焦超

音波系統，其中的手術導航是藉由立體

攝像機的偵測，將腦部結構與病灶等資

訊即時傳輸至電腦導航系統，由電腦軟

體處理並呈現出相對位置的影像資訊，

幫助外科醫師進行手術，可減小傷口並

降低對正常組織結構的損傷，提升手術

的安全性與精準度。長庚團隊巧妙利用

此項工具，將原來用於導引實體手術刀

尖的導航機改造成導引虛擬的聚焦超音

波焦點，此項創新發明已獲多國報導及

專利，應用性深受肯定。

手術導航系統引導聚焦超音波系統

是目前世界上三大領先的系統之一，與

目前其他兩大團隊相較，長庚團隊開發

的手術導航導引聚焦超音波系統更具優

勢。加拿大研發的核磁共振導引聚焦超

音波，病人須處於核磁共振治療間長達

4小時，費用高昂且耗時；而法國研發

的固定式超音波系統，則需在病人頭骨

上穿孔植入超音波探頭，具有侵入性且

不易調整作用區域，風險較高。

長庚團隊這次完成的手術導航聚焦

超音波人體試驗，共收案惡性腦瘤患者

6例。經過嚴謹分析試驗結果顯示，聚

長庚研究團隊開發「手術導航導引聚焦超音波系統」並榮獲頂尖國際期刊「科學前沿（Science 

Advances）」於 2021年 2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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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超音波焦點定位精準度誤差範圍低於

2公厘，核磁共振檢查呈現血腦障壁順

利依時啟閉且無腦出血等不良副作用，

高度顯示這項系統的臨床應用價值。

長庚開發之手術導航導引聚焦超音

波系統，具有應用成本合理、定位精準

度高，可多次重複使用且具高度可調節

性等多項優勢，其成果歷年來除獲得國

際媒體多次報導外，並贏得國家新創獎

及科技部最佳技轉獎的肯定，對於提升

國內高階醫材發展之貢獻不容忽視。

同時，這次高水準的臨床試驗完全

由長庚醫院臨床試驗中心協助且監督完

成，成果獲國際頂尖期刊報導，不僅顯

示長庚科研成果受國際學界肯定，亦代

表國內臨床試驗品質之嚴謹。長庚團隊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未來將對醫療科技

的進步做出更多貢獻。
手術導航導引聚焦超音波系統，可幫助外科醫
師進行手術，可減小傷口並降低對正常組織
結構的損傷

942卷 5期 

焦
點
話
題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