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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日本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年會（ Japan-Taiwan Conference on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為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學術盛會。今年度

為第十五屆大會，由日本九州大學耳鼻喉部主辦。探討的範圍包含顏面神經(Facial 

Nerve)、鼻科學(Rhinology)、顱底手術(Skull Base)、耳科學(Otology)、聽力學

(Audiology)、頭頸部腫瘤(Head & Neck Oncology)、音聲醫學(Voice)、吞嚥困難

(Dysphagia)、睡眠呼吸中止(OSAS)、眩暈(Dizziness)、頭頸部良性疾病(Head & Neck 

Benign)、小兒耳鼻喉科學(Pediatrics)，共計十二大主題。本次大會中，本部鼻頭

頸科葉建甫醫師提出 Updat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mechanism of olfactory 

dysfunction進行專題演講。 

 

關鍵字: 臺灣日本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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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臺灣日本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年會（Japan-Taiwan Conference on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為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學術盛會。今年度

為第十五屆大會，由日本九州大學耳鼻喉部主辦。探討的範圍廣泛的涵蓋顱底、耳科

學、頭頸部腫瘤、鼻科學、音聲、吞嚥、聽力、睡眠呼吸中止等議題。參加會議除了

吸收新知之外，更希望能和各國專業先進互相交流、創造新想法新觀念，為現代醫療

開啟契機。臺灣各大醫院今年參加本會的狀況十分踴躍，本院也在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朱本元部主任的帶領下，由藍敏瑛科主任、許彥彬醫師、李宗倫醫師、鄭彥甫醫師、

葉建甫醫師、黃毓雯醫師、簡珮如醫師、何念萱醫師組成的團隊，發表專題演講及論

文發表。本次參與會議本人發表抗發炎藥物治療嗅覺失常的創新研究。將研究成果於

此國際學術盛會發表，希望可以和國際學者交換意見、探討研究未來潛能，希望未來

運用在臨床上能夠造福更多病人。 

 

 

二、 過程 

 

這次臺灣日本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年會由日本九州大學耳鼻喉部主辦，會議地

點在福岡市區內的九州大學醫學部百年講堂。會議期間為 108 年 12月 6日至 108年

12月 7日，共計兩天。兩天的會議時間一共針對十二項耳鼻喉科重要學門研究召開

討論，主題如下： 

1. 顏面神經(Facial Nerve) 

2. 鼻科學(Rhinology) 

3. 顱底手術(Skull Base) 

4. 耳科學(Otology) 

5. 聽力學(Audiology) 

6. 頭頸部腫瘤(Head & Neck Oncology) 

7. 音聲醫學(Voice) 

8. 吞嚥困難(Dyspha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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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睡眠呼吸中止(OSAS) 

10.眩暈(Dizziness) 

11.頭頸部良性疾病(Head & Neck Benign) 

12. 小兒耳鼻喉科學(Pediatrics) 

 

本部葉建甫醫師以 Updat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mechanism of olfactory 

dysfunction進行專題報告。嗅覺失常是常見疾病之一，但目前治療方法卻不令人滿

意。因此我們探索造成嗅覺失常的致病機轉，發現嗅球微神經膠細胞的活化是關鍵因

素之一。另外我們也發現若施用可溶性環氧化物水解酶抑制劑，在動物身上可改善其

嗅覺失常之情形。若此類藥物未來能夠運用在人類身上，對患者是一大福音。 

 

 

三、 心得 

 

本次的臺日醫學會議中，本人演講的議程區段是以鼻科學為主題，所以聽取了鼻

科學目前最新的研究。此區段共有六位講者，前三位講者是日本的醫師。第一位 Kenzo 

Tsuzuki醫師講日本目前對於嗅覺失常的治療準則，像是針對病毒感染後、創傷後等

特定族群有哪些藥物治療目前最具有證據力。第二位講者 Tetsuji Takabayashi 醫師

是講目前對於鼻息肉有哪些生物製劑是可以有效果。第三位講者 Kazuhiro Omura 醫

師在描述他們對於上頷竇的前側及外側有比較新的手術方式，以及他們運用這種手術

方法的成果。後三位講者是我們臺灣的學者。第四位戴志展醫師分析他們對於嗜伊紅

性球對於鼻息肉之影響，證實組織內嗜伊紅性球可以影響疾病特定生活品質、臨床表

現以及手術結果。第五位涂智文醫師介紹目前鼻整形相關的處理原則。第六位是本

人，論述目前嗅覺異常的最新機轉及可能的藥物治療方式。 

 另外我也聽了另一個區段：顱底手術。同樣也是六位講者，前三位日本醫師，後

三位臺灣醫師。第一位 Noritaka Komune醫師，介紹他們醫院施作側顱底手術五年之

經驗。第二位 Yasushi Fujimoto 醫師，介紹顱底惡性腫瘤運用顱顏切除的好處。第

三位 Masahiro Kikuchi 醫師則分享他們運用內視鏡切除鼻竇惡性腫瘤的經驗。第四

位洪三富醫師介紹 3D 列印在頭頸重建的好處。第五位藍敏瑛醫師介紹經鼻顱底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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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術後嗅覺保存的情形。第六位林虞軒醫師則介紹淚管前路徑手術方法處理鼻竇病灶

的手術經驗。 

 整個會議下來，可以發現這類國際會議的好處，就是可以彼此交流，在不同國家

類似的疾病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現及處理方法。會後我和日本醫師討論我演講主題，是

否也可同時鼻腔內注射及系統性療法增加成功率，透過這樣的啟發，我也有了新的研

究方向。 

 這次的會議由日本主辦，除了在學術上的內容相當紮實外，日本人對於會議細節

及流程安排都非常縝密。邀請函、交通車安排當然必備。另外演講台上還放著計時器，

讓講者自己清清楚楚地知道講了多久、還剩多久時間，這點相當令人稱羨。舉辦會議

的百年講堂是一大型集合型講堂，同時開立的三個演講廳就在附近而已，若聽眾想要

換到其他講座，也不須花太多移動時間。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電腦操控可以再加強，

我在講我的主題時，就發生無法按下一頁投影片的窘境，花了一些時間才解決這個技

術上的問題，難免會讓演講品質稍稍打個折扣。晚宴安排相當有日本味道，經典日式

料理以及樂團演出日式歌曲，都讓我們與會者得以徜徉在道地日式氛圍中。 

 這次會議，我們醫院演講主題獲得學者們高度討論，能夠讓我們的學術可見度更

上一層樓。另外也藉著學術交流，和日本醫師們能夠充分交換意見，也是一次相當好

的國民外交。 

 

 

四、 建議事項 

 

日本學者的基礎研究相當紮實，臺灣醫師們則是臨床研究重於基礎研究。因此臺

灣醫師們應該再花更多的心力在基礎研究上。但要實作基礎研究，必須要有充分的研

究經費，上級如何撥研究經費在基礎研究上，以及我們如何去爭取更多的研究經費實

行基礎研究，這都是未來我們應該思考並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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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大會議程 

 

 

2.發表之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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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會照片(演講者葉建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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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