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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部是支配人類身體的中心，內含數以萬計的神經元緊密相連。神經元之間，以電氣訊號互

相聯絡，使人們能夠看、聽、感受、思考、行動、生活、睡眠。腦波檢查的目的，就是要記錄這

些默默工作的神經元們工作的歷程。藉由貼在頭皮上的電極，我們可以記錄到顱骨下的皮質神經

細胞電氣訊號的流動，藉由放大器輸入電腦。由這些訊號的改變，我們可以知道腦部是清醒、是

緊張、是熟睡，或是有其餘種種的病態。因此，當您聽到您的醫師說「讓我們排個腦波檢查吧！」，

是代表我們要用科學的方式，去了解您的小孩腦部神經訊號的變化。 

 

    在臨床使用上，腦波檢查對於癲癇的診斷與治療幫助最大。癲癇的病童約有七成可以在腦波

檢查中記錄到異常放電波。在兒童腦波檢查中，我們會讓孩童們吹氣，因為過度換氣可以誘發出

失神性癲癇發作。我們會用閃光刺激孩童們，來偵測是否會發生光敏感性的癲癇。我們會記錄睡

眠腦波，因為在睡眠時，癲癇異常放電波會更容易被記錄到。藉由放電波的位置與型態，我們將

癲癇病童區分至更細的癲癇症候群，而能分別施予更有效的抗癲癇藥物。因此，當您聽到我們的

腦波技術員苦口婆心地對您說「請您明天早上二點陪小孩起床熬夜，以確保您的小孩在早上十點

的腦波檢查可以順利入睡」時，不要覺得我們檢查室在刁難您。我們希望孩子們在腦波檢查室這

個陌生的地方，能夠自然睡著，讓我們記錄到自然睡眠的腦波型態。在記錄腦波前，不需要禁食，

我們反而會希望孩子們吃得飽飽的，在最舒服的情況下來接受檢查。 

 

    當您聽到醫師對您說「小病人的腦波異常，有記錄到癲癇放電波」時，請先不要過度恐慌。

在 80 年代一群義大利醫師們，對 3726 位沒有癲癇病史的 6-13 歲孩童進行腦波檢查，發現其中

131 位孩子(3.5%)腦波有記錄到異常癲癇放電波。這些孩子中，只有 7 位後來真的有癲癇發作，

其餘的孩子在追蹤八至九年後，腦部的異常放電都自然地消失了
1
。在臨床經驗上，發展遲緩、自

閉症及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的孩童，他們在腦波上記錄到癲癇放電波的比例更高
2,3
。目前對於尚

未產生癲癇發作的腦波異常放電，大部分的神經科醫師的建議多是繼續觀察追蹤。若有典型癲癇

發作症狀，包含單純動作性癲癇及失神性癲癇，即可開始用藥控制。此外，一次的正常腦波也無

法完全排除癲癇症。有高達三成的局部癲癇病童，腦波檢查是無法記錄到放電波的。也因此，我

們所有疾病的診斷，除了仰賴這些精密的現代儀器檢查外，家人對孩子的關心、觀察、更是準確

診斷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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