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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鍵字：顯微重建手術） 

 

這次帶著一篇口頭報告，一篇電子海報，前往想去很久的美國顯微重建

外科醫學會年會，一方面跟外國學者分享交流一些經驗，一方面想看看

這個號稱世界頂尖顯微手術高手聚集的會議，能夠激起什麼樣的火花。

在這個為期四天的會議中，我看到目前在顯微重建個大領域中最新、最

尖端的科技及技術，在優秀論文的報告中得知美國大型醫學中心都在進

行些什麼樣的手術，他們的醫師在做哪些研究，在最佳重建及最佳挽救

案例選拔中看到全世界最酷炫的手術案例。最重要的，我看到外國學者

開刀做研究的精神，督促我繼續在顯微重建這條路上努力精進。 

 

 

 

 

一、 目的 

    本次代表醫院至美國顯微重建學會 2018年年會發表口頭報告及電子

海報各一，希望藉由此機會與國外學者交流、增加經驗。美國顯微重建

學會是世界顯微手術的最高殿堂，除了大師高手雲集外，目前世界上的

潮流趨勢以及最新科技都會在這邊報告展示。本人目前致力於乳房重建

手術，希望藉由這次的機會看看國際級大師的做法，是否有特別的技術

或新的想法。另外，頭頸癌重建是臺灣很常見的手術，處理方式已經能

夠達到非常專精，然而針對下咽癌術後病人無法發聲講話，歐美國家最

常使用的方法還是以氣管食道廔管放置發聲輔具，但缺點很多，包含阻

塞、破裂及感染。我們這次將創新設計的手術方式在會議中發表，希望

能夠推廣手術方式，也希望能夠與外國醫師討論不同方法的利弊，激發

更多想法以修正、精進手術方式，造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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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抵達會場的第一個演講是在講做自體組織皮瓣乳房重建手術的病人

的感覺重建，外國學者除了幫乳癌患者做出一個外觀對稱、自然的乳房

外，還進一步將神經分出來做感覺的重建，讓這個乳房除了外觀，更有

了觸覺，變得更加真實。這個方式會比原來再多花至少兩三個小時，但

是如果對於病人術後生活品質有顯著的改善，意義就很大，也值得推廣

使用。 

    在嚴重外傷後迫不得已必須截去上肢的病人，傳統上就是使用義

肢，病人會喪失非常多原本手的功能，若接受手移植手術，要面對的是

一輩子免疫抑制劑的副作用。目前的最新科技：目標肌肉再支配，將殘

肢的神經分出來，接在不同的肌肉上，用電極片放大訊號後，可以藉由

訓練讓電子義肢做出各種動作，甚至比原來的力量更強大，儼然是電影

中鋼鐵人的概念。重點是這種方法真的可行，將來有機會取代其他的方

式成為上肢截肢患者的福音。 

    最佳重建及最佳挽救手術的選拔大會辦的就像一個派對，入場附兩

杯酒精性飲料，候選人在台上眉飛色舞的報告他們的大作，一位主持人

及三位評審，評審有黑臉白臉之分，大部分都是給予報告者讚揚，偏偏

就有一位毒舌評審，直指每位報告者的問題核心，又不失幽默風趣，現

場氣氛沸騰，最佳重建及挽救手術獎得主風光滿面。 

 

三、 心得 

    顯微手術堪稱是整形外科領域裡的基石，因為它的出現，我們可以

挖東牆來補西牆，拿遠水來救近火，突破了距離與空間的限制。美國顯

微重建醫學會是一個在美國整形外科界老字號的傳統大會，幾乎只要是

在大型醫學中心或癌症中心的大師們，包含訓練中的住院醫師全部會參

加，因此在論文報告中可以看到他們在開哪些刀、做哪些研究，美國人

的手術技術並不特別花俏，然而他們的案例多，可以討論的問題也多，

加上統計學的底子深厚，因此在呈現上總是特別精彩。臺灣因為吃檳榔

的人口眾多，在頭頸癌重建手術方面獨步全球，然而在健保的框架之下，

我們很難去用一些高成本的檢查、手術儀器和衛材在病人身上，打個比

方：美國人打仗時不惜重金部署洲際飛彈等高科技武器，而我們只能拿

成本最低的手槍，即使我們槍法再準還是很難打勝仗; 加上基礎研究方

面的環境還是與美國有段距離，這些部分，我們還要繼續進步才行。 

    這次開會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心得，就是要縮小並專精自己的專長領

域，才能夠集中火力、精益求精，有機會成為該方面的專家。重建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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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領域之廣，包含傷口、腫瘤、創傷、燒燙傷、先天畸形、美容、

重建、手外科等等，然而每個領域都是博大精深，整形外科醫師不可能

每個領域都專精。以臺灣現行的醫療制度，大部分待在醫院的整形外科

醫師幾乎都是每個領域都要沾一點邊，不然業績就會不夠。然而這樣的

缺點就是什麼都會一點，等於什麼都不精。在其他國家的整形外科醫師

幾乎就只做某一兩個領域，甚至一兩項特別的手術，久而久之他們就成

為這方面的大師。來到國外開會的時候，一起討論的人也是該領域中的

佼佼者，形成一個群體相互交流，掌握最新趨勢，進步也會特別快。乳

房重建一直是我想要專門從事的領域，然而一開始的過程總是辛苦的，

希望藉由這次開會的一些心得，讓繼我續堅持專精於這條路上。     

最後，回到醫師的初衷，也就是雖然我們治療的是疾病，但是永遠

不要忘記你面對的是一個人、一個家庭。在最佳重建及最佳挽救案例選

拔大會裡，最佳挽救手術獎得主跟我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三十八歲的

男性，健康、帥氣、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不料有一天左臉長出惡性肉

瘤，一開始他追尋自然療法，沒想到腫瘤越長越大，甚至從嘴中破出，

他接受化療等腫瘤縮小後，接受腫瘤的廣泛切除手術。術後他的半邊臉，

從頭部到下巴全部被切掉，但是重建時因為凝血功能異常，導致重建失

敗，讓他變成有如蝙蝠俠中的雙面人一樣，整個左臉沒有皮膚，血肉模

糊。直到 Kongkrit Chaiyasate 醫師出現，用顯微手術的技術用他大腿，

手臂等地方的組織以游離皮瓣的方式做重建，前後他總共接受二十幾次

的手術，現在的他雖然還沒裝上義眼，乍看一下有些嚇人，但是傷口已

經全部痊癒，腫瘤也得到控制。他已經能夠跟家人一起打高爾夫球，過

著正常人的生活。他寫了一張紙條給醫師：“Ｋ醫師，你不只拯救了我

的生命，也重建了我的靈魂。”我們整形外科醫師常常被貼上救醜不救

命的標籤，然而當我們使用顯微重建的技術幫病人重新得到一個被切除

的乳房、被壓碎的腳或是被切掉的臉頰，讓他們能夠重返人群，跟正常

人一樣生活，從身體到心靈同時得到救贖，我想這就是顯微重建手術最

有意義的地方，也是我繼續這項手術的動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