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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對於筆者來說，是段特別的時間。大約 10年前，有幸內科部的共用超音波室，擁有高頻線狀探頭並仍有空檔可以讓我使用，筆者就開始間或執行骨骼肌肉超音波，用以確認關節積液或貝克氏囊腫等相對簡單的作業，但業務量嗯對少。約 6年前開始，本科第一台科自有的超音波機器到達，自此之後開始執行大量的超音波業務。但骨骼肌肉超音波做久了，發現自己尚有需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唾液腺，肌腱，韌帶，血管炎等等的超音波影像技巧。除了自行閱讀相

關書籍之外，仍希望有專家能給予手把手的現場指導。恰巧於去年開始，好友楊凱介醫師也開始熱中於超音波對於風濕科的應用，因此兩人在互相積極推動(勸敗?)之下，開始參加各種不同的自費 workshop行程，一年之間筆者也陸續花掉了一台小汽車的錢。在當時，考慮到歐洲風濕病醫學會
(EULAR)所舉辦之超音波課程，至今已有二十年之久，為大家所熟知且公認，因而想參加其進階課程。但接觸後發現，原來 EULAR 的超音波課程只能循序漸進，要有前一階的

認證，才能參加下一階的課程。因此只好於今年的三月及六月，筆者與另兩位戰友(楊凱介醫師，林泓科醫師)一同先去參加初階及中階課程，用以拿到將來進階課程的入門票。 
 

    EULAR 的超音波課程分為五個階級，線上課程(Online 

introductory on US course)、初階(basic course)、中階
(intermediate course)、高階
(advanced course)，以及教師資格(teach the teachers)。對於一般初學者，EULAR建議先上過線上課程 (大約在每年九月開始的共七個月內容課程，在一年內上完)，再開始參加初階之後的課程，較不會有缺乏概念導致的落差；但好像沒硬性規定，沒上也可以參加後面的課程啦，像這次我們三人都沒參加過線上課程，就直接去上初階了。 
 

    今年三月在義大利羅馬舉辦的初階課程共三天，內容皆是基本超音波機器之調教，基本的正常及異常關節超音波影像之分辨；以及最重要的，正常人的關節超音波實際操作
workshop。當時我們三人參加此課程時，還在想說基礎課程可能會浪費錢，結果上完才發現，其實還是有許多收穫。像基礎超音波機器的調教很多往常都沒仔細注意，一般都知道  

圖說：初階課程與歐州風濕大師合影。右起：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風濕免疫科楊凱介醫師，筆者，H.B. Hammer，
G. Filippou，秀傳醫院風濕免疫科林泓科主任。 



B-mode frequency越高解析度越好，focus要放在目標物的
level，但 dynamic range就不是越高越好。Doppler settings 的
frequency 就不一定是越高越好，要根據各個機器的狀做調教；像我們科室的機器其
Doppler frequency 

6.3-12.5MHz，但 7.5MHz的血流敏感度就最好。PRF 就越低越好，一般建議看關節滑液囊炎的數值建議在 500-1000Hz之間。除了機器設定，一些基礎的實際操作也有很多小技巧可學，像是手肘遠端二頭肌肌腱骨著點在橈骨內側處的掃描法，就有三種不同的方法，而最簡單的前側掃描只要手掌外旋，就可在長軸輕易看到骨著點處。像這些小技巧，沒在
workshop被人帶過，在教科書上是看不到的。 
 

    而六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階課程共四天，一樣是三人行，再加上一個科內的總醫師(張詩欣醫師)一起成行。報名前，還需要繳交全身六個不同區關節的正常超音波影像並標記好正常解剖位置給 EULAR審核，通過了才允許報名。課程內容，包含進階的 B 

mode/Doppler 超音波機器設定，各種關節疾病的異常影像，各種病患超音波
workshop，以及最後的超音波導引注射實際操作。其中的上課內容前段有些令人失望，只有講述像類風濕關節炎的滑膜炎標準分級(grading)方法，內容及過程，各種關節，骨頭，肌腱，韌帶，骨著點的病變超音波形態等等。可能我們幾人

臨床經驗已算不少，這些課程
(lectures)對我們來說太一般，沒有亮點。而後半段的課程，各個關節各論就較為有趣，教授們先在講台上現場操作給大家看，再分組帶開個人實際演練各種病患的病灶超音波，5場 workshop分 10站輪替，共有 10小時可以接觸到真實的病患，非常精實。只可惜的是，病人的病灶與教學的部位常常不一致，例如剛上完腳踝，結果我跑的四站中，有三站病患病灶都在手腕或手指，一站病灶在肩關節，都沒遇到腳踝有問題的病患；也許病患太難找了，有些可惜。最後的亮點，就是最後一天的超音波導引注射實際操操作，是用大火雞腿

真空包裝來練習注射，比起以前參加別場實操所使用的冷凍豬肉或全雞好多了，沒不良味道，不污染執行者身體，不需冷氣開很強，關節及肌腱又呈現的很清楚真實；往後國內若要舉辦超音波導引注射
workshop，也應可依樣學習。 藉由參加這兩次的超音波課程，親眼見到需多歐美國的超音波大師，並接受他們的手把手教學，是一個難得的經驗；雖然是相對基礎的課程，但一樣能學習到許多技巧，也發現自己仍有不足的地方。在骨骼肌肉超音波的學習路途上，非常感謝能有幾位同好相伴，並互相督促切磋，才能快樂的一路邁進，追求卓越。

 

 
圖說：右起：楊凱介醫師、林泓科主任與筆者於中階課程

會場留影。 

 
圖說：筆者四人於中階課程門口留影。中間：張詩欣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