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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世界疾病數

據資料庫的分析顯示，全球約

有 17.1億人患有包括下背痛、

頸痛、骨折、骨關節炎、截肢、

類風濕性關節炎、和其他肌肉

骨骼系統問題等肌肉骨骼疾

病。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高收

入經濟體(2019年世界銀行定

義為國民人均年收入高於

12,375美元)，約有 4.41億人

深受其困擾，其次是西太平洋

區域的國家的 4.27億人，和東

南亞區域的 3.69億人 1。因此

許多醫學臨床診斷與治療肌肉

骨骼疾病的新技術，也就應運

而生，其中也包括了肌肉骨骼

超音波新發展的臨床應用。 
 
    超音波科技的歷史可

以追溯到 1912年，當時英國數

學與物理學家 Lewis Fry 

Richardson，為了預防類似鐵

達尼號沉沒(Titanic sink)的事

件發生，申請了使用回音探測

水中冰山的專利。之後隨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

發後潛艇的威脅，因此學界的

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利用超音波

探測水下物體的方法上，也就

是所謂的聲納(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 

SONAR)技術。直到 1940年

代，超音波科技才逐漸應用到

醫學上。從那時候起，它的臨

床應用就一直持續推進。一直

到 70年代後，才發展出現代數

位化的高頻率超音波系統，能

夠獲得越來越清晰和精緻的解

剖細節。至於使用超音波進行

肌肉骨骼疾病的診斷，可以追

溯到 1977年，Jacobson博士

在達拉斯舉行的美國超音波醫

學研究年會上，首次使用商業

化的產品展示了肩旋轉袖異常

的超音波影像。隨著科技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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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現代的超音波已經發展到

可以清楚地看到肌肉、肌腱、

韌帶、體液和神經的程度 2。 
 
    奧地利的精神與神經

科醫師。於 1958年發表了肌肉

骨骼超音波檢查的第一份報告
3，他測量了關節和關節周圍組

織(包括皮膚、脂肪組織、肌

肉、肌腱、關節囊、關節軟骨

和骨骼)的超音波的衰減。美國

的放射醫學專家發表第一篇亮

度模式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貝

克式囊腫的報告 4。台灣自

1992年起，就有放射醫學科學

者研究高解析超音波於骨骼肌

肉系統之應用，在 30年後的今

天，由於肌肉骨骼超音波具有

非侵襲性，與無放輻射的特

性，再加上骨科，復健科，麻

醉科，風濕免疫各科臨床與研

究人員的投入，使得這個工具

已經普遍地應用於臨床診斷與

治療，幾乎已達到當年台大骨

科王崇禮教授所預測的『超音

波會成為臨床醫師的第二個聽

診器』5。筆者也在王教授的指

導下，在 1997年發表了第一篇

有關脛後肌肌腱失能的超音波

檢查論文 6。此後由於大家的努

力，時至今日肌肉骨骼超音波

在台灣，從單純的肌肉骨骼系

統結構變化的診斷，演進到超

音波導引注射治療各種肌肉骨

骼系統病變與疼痛，已經成為

臨床醫師處理肌肉骨骼疾病不

可或缺的利器。 
 
    科技的進步，超音波

彈性影像(elastography)與組織

定性(tissue characterization)是

最近發展出來量化軟組織病變

的新技術，超音波彈性影像已

逐漸被認為是一種描述軟組織

機械特性和癒合過程的臨床應

用。這項被認為是“軟組織機

械特性的圖像科學” 的非侵

入性技術，有助於更好地理解

運動控制異常、早期檢測運動

的相關軟組織損傷、藉由軟組

織彈性-硬度的改變量化疾病

對軟組織的影響，與追蹤治療

結果 7。不同的肌肉具有不同比

例的纖維組織。這些不同的特

徵導致不均勻和有斑點的超音

波影像。因此，學者開發利用

肌肉迴聲強度(echo intensity)

來量化肌肉疾病。迴聲強度的

量化是一種客觀且可重複的方

法，可用於篩查營養不良性，

炎症性肌病，與肌肉纖維化嚴

重度 8。診斷肝纖維化的常規方

法是侵入性肝活檢；然而，開

發能夠減輕患者身體和經濟負

擔的快速無創診斷工具具有臨

床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超音

波 Nakagami 參數成像是臨床

實踐中無創評估肝纖維化的最

有前途的成像技術之一。

Nakagami 分佈，最初用於總結

雷達回波統計，在臨床醫學上

已應用這個技術，分析於超音

波散射信號，以量化組織特

性。目前已有使用超音波

Nakagami 參數評估肝纖維，監

測輻射誘發的陰道化和子宮頸

組織纖維化，評估杜氏肌營養

不良症患者的肌肉變化，與骨

骼肌肉纖維化的研究
9
，也許日

後會成為繼超音波彈性影像

後，評估骨骼肌肉病變的新臨

床應用。 
 

    我們也注意到，聚焦

超音波(focused ultrasound)對

慢性疼痛治療的新趨勢。慢性

疼痛是全球殘疾和疾病負擔的

主要原因之一，在普通人群中

慢性疼痛的患病率在 6.9%到

10%之間。就疼痛緩解的滿意

程度而言，高達六成以上的患

者對單獨的藥物治療沒有反

應。聚焦超聲是一種很有前途

的慢性疼痛管理工具，近來被

應用於增加藥物傳遞到深層軟

組織，以治療慢性疼痛 10。我

們相信新的臨床應用隨著超音

波科技進步，會被不斷地開發

出來，使得臨床醫師對付肌肉

骨骼疾病的工具會越來越豐

富，藉此有望降低疾病的衝

擊，最終得以大幅度地提升病

患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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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許智欽醫師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