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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顳顎關節跨學科研究會議為顳顎關節症之綜合研討大會，是全球惟一針對顳顎關

節有著全面及深入探討之國際會議。本人目前為院內專門診斷及治療顳顎關節症之主

治醫師，希望藉由參加此國際顳顎關節跨學科研究會議，加強與國際上顳顎關節症研

究學者之交流，並提升院內研究顳顎關節症之風氣。 

第八屆國際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會議今年於 4月 21、22日在美國費城舉行。由費城

賓州大學 Professor Peter D. Quinn發起。今年大會參加人數超過一百人，為歷年

之最。今年會議內容涵蓋手術、解剖、生理、病理、分子生物、診斷(人工智能輔助)

及組織再生等，內容包羅萬象。 

此回首次參加國際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會議收獲良多！希望二年後的年會能同榮陽夥

伴一起前往，共同營造「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團隊」！ 

 

關鍵字: 國際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會議 

 

 

 

 

 

 

 

 

 

 

 

 

 

 

 

 

 

 

 

 

 



3 
 

目次 

 

一、目的                                           4 

二、過程                                           4 

三、心得及建議                                     5 

四、附錄                                           6                                        

 

 

 

 

 

 

 

 

 

 

 

 

 

 

 

 

 

 

 

 

 

 

 

 

 

 

 

 

 



4 
 

一、目的 

 

國際顳顎關節跨學科研究會議為顳顎關節症之綜合研討大會，是全球惟一針對顳顎關

節有著全面及深入探討之國際會議。國內顳顎關節症患者與日俱增，每週因顳顎關節

症至本院初診就診則多達 20 人。本人目前為院內專門診斷及治療顳顎關節症之主治

醫師，承蒙院方及部內老師支持，以及相關科別（如精神科、復健科、神經內科、傳

統醫學部等）同仁大力幫忙，已然建構起顳顎關節症跨領域治療，儼然為臺灣治療顳

顎關節症之翹楚！近年來更致力於將人工智慧導入顳顎關節症診斷。希望藉由參加此

國際顳顎關節跨學科研究會議，加強與國際上顳顎關節症研究學者之交流，並提升院

內研究顳顎關節症之風氣。本人目前亦為臺灣顱顎障礙症學會理事長，藉由參與此國

際盛會，宣傳臺灣及臺北榮民總醫院。 

 

二、過程 

 

第八屆國際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會議今年於 4 月 21、22 日在美國費城舉行。由於是

第一次前往費城，路程安排較不熟悉，在會議前一天凌晨四點鐘才抵達下榻飯店。 

國際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會議起源於 2006 年，由費城賓州大學 Professor Peter D. Quinn

發起。會議每隔二年舉辦一次，這次由於 COVID-19 疫情，延至今年才舉辦。 

Professor Peter D. Quinn 是口腔外科醫師，主要是進行顳顎關節手術，特別是顳顎關節

置換手術，是這個領域的大師。他能夠在手術處理顳顎關節症之外，召集跨領域專

家，針對顳顎關節症有系統的研究。 

今年大會參加人數超過一百人，為歷年之最。今年會議共有二天，內容涵蓋手術、解

剖、生理、病理、分子生物、診斷(人工智能輔助)及組織再生等，內容包羅萬象，茲

分述如下： 

1. 顳顎關節手術：首先由 Professor Peter D. Quinn 回顧 TMJ surgery。賓州大學主導了

Biomet TMJ prosthesis 的臨床試驗及後續資料收集。Professor Louis Mercuri 則針對 TMJ 

prostheses 的損耗進行研究。捷克布拉格 Dr. Vladimir Machon 分享以 3D 列印 instrument 

guide 來進行精準顳顎關節鏡手術移除 chondromatoses。 

2. 顳顎關節解剖及生理：Delaware 大學 Dr. X. Lucas Lu 分析在不同動態力量施加

下，顳顎關節軟骨有不同的變化；Oregon 大學的二位講員：Dr. Laura Iwasaki 及 Jeff 

Nickel 則針對顎骨正顎手術後對於 TMJ、masticatory muscle 和 neuromechanics 的影響。 

3. 顳顎關節病理：共同主辦人 Professor Beth Winkelstein 分享多年來對於 TMJ pain 的

動物實驗，建立起 models，mechanisms 及 manipulations。其中對於大鼠的客觀疼痛評

估真的是有獨到之處。顳顎關節內異位鈣化（Heterotopic Ossification）在本次大會中被

三位講員提及，分別就分子生物、動物研究及治療處置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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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顳顎關節分子生物：此主題在本次大會有最多講員提及。一些先進的技術，如：

single cell RNAseq 及 CRISPR，都已經開始應用於 TMJ osteoarthritis 研究。 

5. 顳顎關節組織再生：此主題一直都是這個領域的研究者想要突破的研究。硬骨及

軟骨共同再生的確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6. 顳顎關節診斷(人工智能輔助)：本人此次代表榮陽團隊上台報告以人工智能輔助

顳顎關節核磁共振影像判讀及臨床症狀分類，獲得在場大多數美方研究人員的肯定。

同時 Clemson 大學 Dr. Shuchun Sun 團隊及 Michigan 大學 Dr. Najla Al Turkestani 團隊聚

焦在臨床數據人工智能輔助診斷。此項功能，榮陽團隊也在積極達成！ 

 

三、心得及建議 

此回首次參加國際顳顎關節跨領域研究會議收獲良多！除了時差十二小時的生理時鐘

調適相當有難度。希望二年後的年會能同榮陽夥伴一起前往，共同營造「顳顎關節跨

領域研究團隊」！ 

臺北榮總目前專精於顳顎關節手術之主治醫師僅有本人，應盡早訓練年輕後進，一同

開啟顳顎關節手術嶄新醫療及相關研究。顳顎關節解剖及生理研究在榮陽團隊近來略

有涉獵，然必須牽涉到動物實驗，在年輕一代住院醫師，特別是牙科，皆興趣缺缺！

口腔病理成為牙科專科醫師已經多年，然而國內客觀環境不利牙醫系畢業生從事口腔

病理研究。臺北榮總醫學研究部有相關的研究能量，將於近日找邱士華部長來討論進

一步的合作。顳顎關節組織再生：此主題一直都是這個領域的研究者想要突破的研

究。硬骨及軟骨共同再生的確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本人先前在密西根大學曾進行豬的

顳顎關節組織再生研究，但成本著實不低，加上國內需求量很少，在研究人員及物資

許可下，可進行小量研究。 

此次因為三年的 COVID-19 疫情恢復，造成交通費用大漲。申請經費時的經濟艙報

價，與在通知經費通過時再購買經濟艙機票時之金額差三倍之多！建議經費補助能夠

以經費核可後的經濟艙票價為主，減少代表院方出國報告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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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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