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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從事超音波檢查也不過十年有餘，實在是沒有足夠的資格寫這個題目。不過這次醫用超音波醫學會給我們耳鼻喉科醫師一個機會在會訊中跟大家介紹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索性硬者頭皮跟各位超音波的前輩專家們簡敘一下頭頸部超音波在耳鼻喉科的發展以及應用。 
 

    相較於其他器官領域而言，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是發展相對較晚。在過去 20年，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多半是影像醫學科醫師或是內分泌科醫師負責檢查，只有極少數耳鼻喉科醫師接觸或是使用超音波儀器且都僅處於研究以及摸索階段。在臨床上也只有根

據自己的需要偶爾使用超音波來試著鑑別診斷耳鼻喉科頭頸部的病變，未能使之成為一項常規檢查項目。在台灣最早也最成功的耳鼻喉科先驅者當屬台大醫院耳鼻喉部的吳志修醫師。對耳鼻喉醫師而言，頸部腫瘤是一個常見需要檢查的疾病，因此吳醫師自 1996即開始運用超音波做頸部淋巴結的鑑別診斷。在短短的 4年之間陸續發表了 4篇論文(J 

Ultrasound Med 1998, Cancer 

1998, Am J Roentgenol 1998，
Head Neck 2000)。而這 4篇論文也成為目前頸部淋巴結的超音波診斷上最重要的先驅研究。此外，吳醫師還用血管內超音波嘗試從外耳道偵測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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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積液(J Ultrasound Med 1998)雖然只是初步研究，同時受限於超音波探頭大小等問題，但也提供一個運用超音波觀察耳部結構的想法，或許以後耳鼻喉科醫師再也不需要僅透過電生理檢查來猜測耳部疾病，而可以觀察中耳甚至內耳的 2D影像。 
 

    也基於這些研究以及在超音波學前輩謝豐舟教授以及綜合診療部大力支持之下，台大醫院耳鼻喉部自 2000年開始將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導入耳鼻喉科的例行常規檢查(圖一)，不但是耳鼻喉科醫師可以安排這項檢查，其他各科的醫師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為病患安排頭頸部區域的超音波檢查。檢查的時間以及接受檢查的人數從初期的每周一個上午、每年 400人次左右，增加至每周兩個全天、每年
2700人次。(圖二) 隨著檢查經驗以及服務量的增加，在耳鼻喉部主任以及醫院的支持之下，台大醫院耳鼻喉部終於自
2010年開始擁有屬於自己的超音波儀器。在其他科部而言早已不是甚麼大事。但這卻是台灣耳鼻喉科界的第一部超音波儀器。這一部全新的超音波儀器目前放置於耳鼻喉科門診區，給至少五位耳鼻喉科醫師提供門診病患在看門診的當下直接接受超音波的檢查。(圖三) 

2011年全年門診超音波檢查近 700人次，2012年更加倍達
1400人次。因此，加上在綜合

診療部的 2700人次。2012年台大耳鼻喉部的頭頸部超音波檢查數已達一年約 4000人次。今年可望突破 5000人次。除了影像檢查之外，近 5年來更加入的 Core Needle 的切片檢查以取代過去傳統的手術切片，提高病患切片的接受度以及降低後遺症。 
 

    在教育方面，台大醫院耳鼻喉部自 2007年也開始教導耳鼻喉部的住院醫師期望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成為年輕耳

鼻喉科醫師必備的技能，更具競爭力。同時，自 2010年也在醫用超音波醫學會的支持之下開辦每年一次的訓練講習課程推廣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這對於在台灣想要學習或是發展頭頸部超音波的耳鼻喉科醫師以及耳鼻喉科部不再是困難重重，相當有幫助。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包括亞東、耕莘、恩主公、新竹馬偕、彰基、台大雲林等醫院耳鼻喉科也將此項檢查列為耳鼻喉科的常規檢查。無論在檢查數量、品質以



 

圖三 

 

 
圖四 

及在研究的領域都有長足的進展。 
 

    目前，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的檢查適應症已從原來的甲狀腺腫以及頸部淋巴結病變的診斷，逐漸擴及到唾液腺、其他頭頸部腫瘤或是特殊疾病、需求的診斷。目前甲狀腺和頸部腫塊的檢查各約占
40%，而唾液腺疾病以及其他特殊目的的檢查則各占 10%。
(圖四)未來極有機會繼續向咽喉、音聲功能、鼻腔鼻竇以及中內耳發展。從耳鼻喉科頭頸外科醫師的觀點看待耳鼻喉科頭頸部的疾病，使得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可成為一門極具特色的超音波學次專科。也因為它的特殊性以及新興性，極具發展的潛力，也非常適合願意接受挑戰以及負開創性格的年輕醫師一同投入，才能將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不僅僅只是為了研究而存在，而是確確實實地成為耳鼻喉科醫師每日例行常規的影像檢查。造福病患也成就自己。同時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期許台灣成為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在亞洲甚至是世界的發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