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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維立體虛擬實境影像國際研討會 

－體驗實境虛擬的未來醫學 

  

    由臺北醫學大學主辦的【六維立體虛擬實境影像國際研討會】，於 2010 年 11 月 6 日下午假臺

北醫學大學教研大樓 3102 教室盛大舉行。此次研討會邀請到四位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們，

分別為新加坡國立大學放射線科 Vincent CHONG 主任、新加坡腦神經學院 IvanNG 主任、香港大

學放射科 Dr. Henry MAK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 Dr. GeorgeK.C. WONG 及北醫附醫神經外科鄭泳松

醫師擔任主講人，並邀請北醫醫學系謝銘勳主任、萬芳醫院神經外科雷大雅主任、北醫附醫蔣永孝主

任、神經放射醫學會理事長郭萬祐教授、榮總 MRI 凌憬峰主任與附醫梁庭繼醫師等嘉賓擔任主持人。

當天逾 120 位與會貴賓共襄盛舉，研討盛會便在北醫醫學院院長曾啟瑞教授致歡迎詞下正式揭開序

幕。     

 

 

    電腦科技近十年來的快速成長結果，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在醫學上，以往複雜的解剖結構，需要

透過大體解剖、平面的解剖圖或平面影像工具（如 CT、MRI 和血管圖等）來教學，學習者必須在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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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裡進行三度空間的想像與重組；對於神經外科或其他複雜性的手術，難以在術前做情境的模擬。為

解決這類問題，新加坡在 2000 年即開始研發如何以立體呈現三維的空間影像，該系統在教學外，更

能做為立體虛擬情境手術之用，而 DEXTROSCOPE 即代表其中一型關鍵技術。 

    當時的北醫教務長陳大樑教授（現任副校長），慧眼識出 DEXTROSCOPE 於往後教學之用途，

並爭取到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補助，領先全國購置該套系統，2009 年於北醫正式啟用。之後，

在陳教務長引領下，我們有效的整合基礎解剖與臨床影像教學，在大堂課提供醫學系三年級學生六維

影像教學，並以小組教學的方式運用於在臨床技能中心，讓醫學系五、六年級的實習醫學生進行神經

外科虛擬手術。 

    在亞洲目前使用該套系統的有：新加坡神經外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日本 FUJITA 大學和上海

復旦大學等，均發表多篇具體的成果。此次研討會在 CHONG 教授秀出第一張幻燈片－顱底的蝴蝶

骨，說明神經孔與神經走向的短短 30 分鐘內，精彩的將顱底的正常解剖與常見疾病化作一場相當淺

顯易懂的演說。接著是參與發明 DEXTROSCOPE 的 NG 教授，以生動的六維幻燈片介紹幾個關於立

體影像的發展與技術面的背景。茶敘過後，由 Dr. MAK 導出結構性 MRI 影像使用於阿茲海默症的前

驅實驗，接著由 Dr. WONG 以實例說明腦內動靜脈畸形與腦瘤，透過六維立體影像做出有效的術前

虛擬實境手術計畫，最後由鄭泳松醫師現場操作六維立體虛擬實境影像，透過特殊的眼鏡觀看六維影

像，讓與會貴賓們頓時大為驚豔，所見之虛擬手術－前、後，左、右，上、下，六個面向一覽無遺，

只有親身感受才能體會如同觀看〝阿凡達〞電影的視覺效果。 

 

 

    最後在 Q&A 中，萬芳醫院放射線科陳榮邦主任提及，數十年前從黑白電視轉變成彩色電視時，

人們的接受度相當快而普及，轉換的時程相當短。而後，傳統影像到數位影像的普及，雖然經過一段

時間，但畢竟轉換過程也是相當快速的，唯獨十年前即已發明立體影像，及近年來發展出的六維影像，

至今無論在教育面或娛樂面卻均未普及；而更意外的是，這個世界本來就是三維情境，為何透過科技

的三維系統呈現真實的世界，經過十年仍無法普及化？這或許與影像的解析度、真實性、方便性…，

等等有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來十數年後，如同六維系統的研發與應用一般，透過跨領域的合作，

才是未來醫學發展的重要關鍵。 

    會後，在活動滿意度調查中發現，這場全程使用英語的研討會，與會者有 94%感覺符合他們的期

待，並給所有講者最高的評價。對於問題中所提及影響參加本研討會最主要的因素，依序分別為「相



當吸引人的課程」，「講者的學術聲望」和「時間的選擇」，而「因學分而參加」的因素則佔較少比

例。 

    研討會順利落幕之際，除了感謝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以及北醫教資中心曾主任對活動的

大力協助外，也要感謝讓活動得以流暢進行的吳亭佑、林盈均以及所有工作人員。最後更對不畏風雨

特地前來參與此次研討會的諸位嘉賓，表達由衷的謝意，期望研討會內容讓大家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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