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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於 2024 年獲日本武田科學獎助學金提名，得於同年 10 月前往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設

醫院學習顱底內視鏡手術三個月，期間深入參與該院高水準的研究論文工作與手術觀摩，主要

專注於顱底腫瘤及腦下垂體腫瘤的微創內視鏡手術技術與應用。我在指導教授 Yudo Ishii 的帶

領下，觀摩並參與了多例複雜腦下垂體及顱底手術，學習到日本先進的經鼻內視鏡腫瘤摘除方

式及其獨門的內視鏡腦膜縫補重建技術。此外，我還有機會與其他神經外科醫師及耳鼻喉科醫

師交流，分享臨床合作經驗與研究成果，進一步提升了對內視鏡手術治療的整體計畫，對於病

患後續的治療有更全面的提升。這段學習經驗不僅充實了我的專業能力，亦拓展了國際視野，

對未來的臨床及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字 

內視鏡經鼻蝶鞍手術，腦下垂體腫瘤，顱底腫瘤，內視鏡腦膜縫補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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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在漫長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生涯之中，有完整一年跟著台北榮總顏玉樹主任(現任中國附

醫副院長)，專心在內視鏡經鼻及蝶鞍腦下垂體腫瘤及顱底腫瘤摘除手術。因緣際會在總醫師

時在一次學術交流的場合，認識日本內視鏡腦下垂體手術大師石井雄道教授(Yudo Ishii M.D)，

對他在手術的見解及精湛的手技嘆為觀止。爾後再陸續幾次學術會議場合中在顏副院長的提攜

下，多次跟石井教授有意見上的請益跟交流。迨自己成為主治醫師後，雖然有著厚實的基礎跟

個案的累積，但也在臨床上發現自己仍有需要更精進的部分。很幸運可以有跟本院耳鼻喉科李

清池主任，張耿銘醫師和麻醉科孫國清主任有固定的合作模式跟個案上的討論，但也在過程中

發現了需要再精進的部分，挫折之餘便萌生想跟石井教授學習的念頭，專心在手術過程中發現

精進的具體作法。很榮幸這次獲得 2024 年日本武田財團科學獎助學金的青睞，成為 2024 年台

灣的獎學金得主，便藉由這次機會向石井教授表達想過去進修的意願，而石井教授也展現出大

師風範，很快地就答應了，於是在確定日期之後便赴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設醫院進行為

期三個月的臨床手術研修。 

二、過程 

2024 年是我最難忘的一年，因為我再一次對日本有了深刻的認識，儘管過去我幾乎每年都會去

日本各地旅遊。而這次難得的留學機會，全賴日本武田科學基金會（Takeda Science Foundation）

的協助。 

對於臨床神經外科醫師來說，腦神經外科手術一直是極為困難的領域。除了必須熟悉複雜的神

經解剖結構外，還需要持續不斷提升手術技巧。我在台北榮總擔任住院醫師期間，除了一般開

顱腫瘤切除或處理突發血管病變外，也對內視鏡經鼻內鏡手術切除腦下垂體瘤或顱底腫瘤手術

十分感興趣。2017 年在台北三軍總醫院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我有幸認識了來自日本的石井雄

道 (Yudo Ishii M.D. ) 教授，並對他高超精湛的內視鏡手術技術感到驚訝。因此在往後多次國際

會議上，我都經常向石井教授請益，也由於教授個性十分開明以及很好相處，因此我們培養了

很好的亦師亦友的情誼。 

2024 年我有幸被日本武田科學基金會選為台灣海外臨床研究員獎學金得主之一，於是馬上給石

井教授發了郵件，希望能夠藉由此機會過去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成為臨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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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以提升我的內視鏡鼻內手術技術，並撰寫一些學術論文。石井教授非常熱情和友好，他

很快就接受了我的請求。同時，我的內人也由高雄醫學大學余幸司校長(現任職於本院皮膚科)

的推薦獲得高醫的進修獎學金，成功申請到東京大學附設醫院皮膚學科研習。於是辦理完必要

手續後，我們於 2024 年 9 月 23 日一早出發前往東京，經由在日朋友的協助，很快地就安頓好

住宿並開始適應在日本的生活。 

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位於日本東京都港區西新橋，是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的主要附屬

教學醫院，簡稱慈惠醫大醫院。該院於 1922 年成立，前身可追溯至 1882 年高木兼寬創立的有

志共立東京醫院。作為特定機能醫院，慈惠醫大醫院在醫療、教育和研究領域均具備高水平，

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擁有 1,026 張一般病床和 49 張精神病床。該院在顱底內視鏡手術等高難

度手術領域享有盛名，吸引國內外醫師前來進修學習。 

剛開始幾天，石井教授因為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直到 10 月 4 日才回日本。這段時間，我和內

人遊覽了東京非常有名的景點。由於住在千代田區大手町車站，皇居和東京車站就在旁邊，如

要前往新宿、澀谷、池袋等熱門車站都非常方便。初期一來先習慣之後開始工作的通勤方式，

二來也適應在日本生活時必須注意的細節。  

石井教授回國後，我便正式開始了在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設醫院的研修生活。在神經外科，

我還認識了著名的顱底手術神經外科醫師渡邊健太郎 (Kentaro Watanabe M.D.) 醫師，他曾

在美國 Duke大學師從世界知名的日本神經外科大師福島孝德教授達四年之久。同科另外還有

田中俊英 (Toshihide Tanaka M.D., PhD.) 醫師是著名的專注在神經腫瘤研究的神外教授。

另外 Kostadine L. Karagiozov 教授是一位非常熱情的導師，也幫助我指導學術論文的寫作。 

東京慈惠會醫大附設醫院位在東京最精華的地段，靠近 JR山手線的新橋站，而我從住家搭乘

東京都營地鐵至千代田線御成門站後走路 5分鐘就到，相當方便。 

研修主要工作的內容是在手術室跟隨石井教授觀摩手術過程。教授會先把手術的排成先通知

後，我便按照時間提早到手術室等候。大概早上 8:30，石井教授就會到手術室，並且和其他醫

護人員一起做術前的準備，像是內視鏡螢幕的擺放等，有時也會跟渡邊教授一起開，甚至更高

難度的就會與耳鼻喉科一起合作，像是有名且之前就認識的大村和弘 (Omura Kazuhiro M.D. )

教授。在一切準備就緒後，便開始手術作業，一開始耳鼻喉科會先完成部分的鼻腔內作業，像

是把鼻中膈黏膜準備好，然後就是石井教授開始拿腫瘤，整個過程都非常仔細，每個步驟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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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之後在進行下一個步驟，相當有節奏，仔細但不會覺得耗時，因為已經是非常熟練，最後

拿完腫瘤確定沒有出血後，便開始進行重建，而石井教授的獨門絕活就是用內視鏡做硬腦膜的

縫補。在過去會用很多補片來完成重建，但是偶爾還是會有鼻漏腦脊髓液的風險。但是石井教

授的這項絕活可以有效降低這樣的併發症發生，甚至在整理教授過去的文獻中發現，還可以達

到 0 的成績，顯見這項技術的價值。 

有時教授也會在東京以外的其他醫院執業，例如千葉，宇都宮，北海道或是沖繩。因此我也體

驗了日本發達的新幹線系統並前往其他城市醫院進行觀摩。手術通常都於上午 9:00 開始，多

半都會在下午 2:00 之前結束。石井教授通常也會帶著一位助理講師石川耕平 (Kohei Ishikawa 

M.D.) 醫師一起手術，石川醫師相當年輕，相處起來很融洽，也常有一些手術上的意見交換，

也會偶爾請教一些日本文化跟日語的學習，因此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石井教授傳授特別

重要的是「簡易活結」技術，無論是透過直接硬腦膜縫合或闊筋膜縫合，該技術對於確保成功

閉合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很欣賞教授的技術和嚴謹的態度，事必躬親，且都確保病患都

順利清醒拔管後才離開，且每次下刀都會招待我們一起享用美食，團隊合作得默契便是這樣建

立起來的。 

在 11 月的時候，適逢高雄舉辦神經外科的年會以及亞澳神經外科學會盛事，石井教授亦應邀

來高雄進行兩場學術演講，身為高雄子弟也盡地主之誼，除了短暫回高雄招待教授並擔任座

長，親自聆聽教授的精彩演講。之後回日本便開始論文的研討及撰寫，而日常跟刀依然持續在

進行，直到年末的最後一台刀。 

三、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本次赴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設病院進修顱底內視鏡手術的三個月，對我而言是一次寶貴

的學習與成長經歷，也是對自己過去臨床事務上的重要反省。在這段期間，我深入觀摩並參與

了多例高難度的顱底內視鏡手術，跟著石井教授學習到精湛的內視鏡經鼻腫瘤摘除技術跟繩結

縫補技術，對顱底解剖結構和腦下垂體腫瘤手術的應用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同時，透過與該院

專家的交流，進一步拓展了國際視野，尤其是日本在手術上態度的堅持及一絲不苟的精神，了

解了不同病例處理方式及手術思路的多樣性。這次進修不僅讓我在手術觀念上有所突破，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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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我對病人安全與後續照護的重視。未來，我將把這段學習經驗應用於臨床實踐，持續提升

手術水準，為病人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二)建議:條列式針對出國目標及學習提出對單位或院方品質提升之建議或改善作法。 

1.深化與耳鼻喉科，麻醉科等跨領域多科團隊的合作模式，建立常規的手術標準化流程，提供

病患更優質的臨床服務，提升本院的醫療口碑。 

2.提升手術中應使用的設備，尤其是可以進行內視鏡腦膜縫合的器械。 

3.與學會持續合作，並積極邀請相關專家進行學術研討會，多方交流，提供主治醫師教學和住

院醫師學習的機會。 

附錄 

 

圖 1.日本東京慈惠會大學附設醫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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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日本東京慈惠會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研修證 

 

圖 3.我和石井雄道教授合影，自 2017年開始到 2024正式拜入門下後修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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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手術前的團隊討論，由左至右依序為石井雄道教授，大村和弘教授及渡邊健

太郎教授 

 

圖 5.石井雄道教授於 2011年發表的文章中提到基本繩結的概念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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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石井雄道教授手術中硬腦膜縫合的實際圖 

 

 

圖 7.於 2024年 10月 16日參加位於橫濱第 83屆日本神經外科總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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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於 2024年 11月 7日-10日參加位於高雄神經外科年會與石井雄道教授合影 

 

圖 9.於 2024年 11月 7日-10日石井雄道教授兩場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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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於 2024年 11月 7日-10日石井雄道教授演講投影片，很榮幸為其團隊一

員 

 

圖 11.於 2025年 1月 4日與石井雄道教授一起受邀於台灣腦下垂體學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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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與團隊合影留念，由左至右依序是石井雄道教授，村山雄一主任教授，石

川醫師以及 Kostadin教授。 

 

圖 13.2024年 10月 16日於大阪舉行武田獎助學金研究同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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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024年 11月 30日於新北板橋希爾頓舉行武田獎助學金在台 60周年研究

同好會(每 10年舉辦一次，同行還有心臟外科潘俊彥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