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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接觸心臟 減低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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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香港大學醫學院上月底成功進行全亞洲首兩宗新型皮下植入心臟除顫器手術。負責手術的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係心臟科教授謝鴻發表示，由於新型除顫器隻需植入病人肋骨與胸骨的皮膚下，毋

須經血管將電極放置於心臟之內，不會阻礙心臟運作，大幅減低手術後引起併發症的機會。新型除顫

器每個費用約 20萬元，可使用約 5年，較傳統的十年少。 

 

謝鴻發（左）及蕭頌華（中）示範安裝新型心臟除顫器的過程。 

  記者賴秋妤報道 

  香港大學醫學院上月底成功進行全亞洲首兩宗新型皮下植入心臟除顫器手術。負責手術的港大

醫學院內科學係心臟科教授謝鴻發表示，由於新型除顫器隻需植入病人肋骨與胸骨的皮膚下，毋須

經血管將電極放置於心臟之內，不會阻礙心臟運作，大幅減低手術後引起併發症的機會。新型除顫

器每個費用約 20萬元，可使用約 5年，較傳統的十年少。 

  新型的皮下植入式心臟除顫器，體積較傳統的心臟除顫器大三成，不過手術過程就簡單得多，

且風險較少。安裝新型心臟除顫器隻需在病人左胸開三個切口，放置在肋骨和胸骨的皮膚下，不需

要將電線插入血管和接觸心臟，優點是可以避免傷及血管和心臟，減低細菌進入血管，而引發併發

症的機會亦可以加快復原。此外，醫護團隊隻需透過身體結構特徵協助定位，毋須以 X光照射，減

少病人受到一定劑量的輻射照射。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上月 31日成功為兩名病人安裝新型植入式心臟除顫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

院內科學係講座教授謝鴻發及臨床副教授蕭頌華昨日出席記者會，謝鴻發表示，新式除顫器感染風

險有 2%，較舊式的 1%高，但由於位置在皮下，一旦出現感染，較舊式容易更換，因此適合年輕、靜

脈狹窄或感染風險高的人士，因可多次更換電線和除顫器。舊式除顫器的電線是通過靜脈接駁到心

臟，更換時很可能會損害心臟及血管，引起併發症，例如心肌發炎、細菌感染等。 

  電池壽命僅有五年 



  他又指出，全球已有約 3,000名病人使用新技術，整個手術過程約需一小時，比舊方法安裝除

顫器時間較短，成本約為 20萬元。但舊機因安裝位置較接近心房，電流較新式除顫器小，電池壽命

會較長達十年，但新機機電池壽命隻有約五年。 

  本港每年約有 200名病人需要安裝心臟除顫器，不過新型除顫器並非所有病人都適合安裝，預

計現時有約三至四成患者適合。謝鴻發解釋，因電極不是直接接觸到心臟，所以起搏功能較弱，不

適合經常需要長期心臟起搏，心跳太快或太慢的病人。 

  目前，一些高風險心臟病病人，如患有心血管病、心衰竭或遺傳性心臟病等病人，經醫生評估

後都適合安裝心臟除顫器。心臟除顫器會感應病人心跳，當發現心律不正常時，會自動透過電擊令

心跳回復正常節奏，在緊急關頭時為病人提供急救，避免因血液不能流出心臟，引起突發性心臟停

頓，危及性命。患者於安裝後平日活動不會受到影響。 

  傳統與新型植入式心臟除顫器比較 

  項目 傳統 新型 

  植入位置 在鎖骨附近植入 在胸腔左方肋骨旁邊植入 

  手術過程 透過 X光影象，把 1至 2條電極經靜脈送入心臟 把電極植入胸骨上方皮下，無需接觸

心臟與血管 

  風險 移除或替換心臟內的電極時，可能有血液感染、心肌發炎等併發症 電極無需接觸心臟，減

低替換電極時的風險 

  手術時間 約 1.5小時 約 1小時 

  費用 14萬元至 30萬元 20萬元 

  電池壽命 10年 5年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李嘉誠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