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癲癇是什麼﹖ 

 

癲癇是什麼？這是許多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的人最感困惑的？所謂癲癇是

指"腦部細胞的過度興奮產生了不正常的放電--漏電"，因而造成臨床上的表

現，一般最常見的是指全身大發作，病人可能有意識不清、手足抽搐的症狀，

多在數分鐘到數十分鐘後漸停。 

 

但小朋友由於腦部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器官，癲癇的發作及成因和成人大

不相同，如在新生兒期的癲癇發作就可分為：生產傷害所致腦部缺損、代謝性

腦病、或是腦部分化異常所造成的抽搐，及家族性新生兒抽搐等。其臨床症狀

通常見不到大發作，而是以一些吸吮、手足划動或是呼吸暫停現象來表現。年

紀漸長，會出現一些因代謝性或隱性病因所造成之嬰孩點頭性痙攣、肌抽躍、

或年齡相關的癲癇發作，另外還有一部份會因高熱導致全身性的痙攣，這些我

們稱之為熱性痙攣，這部份小朋友大多在腦部細胞漸成熟後會痊癒。 

 

進入學齡的小朋友則除了上述大發作，或是一些癲癇症候群病程的進展

外，有一部份小朋友會有所謂小發作的情況，這些小朋友常會被學校師長注意

到在上課中有 1 至 20 秒的失神性發作，病人可能因這些注意力"中斷"的現象而

產生了學習障礙，往往在求醫之後方知病源所在。其它小朋友的發作也有許多

與腦部放電的位置相關，如局部發作，或有視幻覺，聽幻覺及感覺上、情緒上

的異常等等。這些往往因小朋友描述體驗不若成人來的真確，故須要小兒神經

科醫師仔細的引導詢問、了解後再加以診斷。 

 

確定癲癇診斷後再來的工作就是尋找病源。一般家長熟悉的就是腦波的檢

查，腦波經過小兒神經科醫師專業的辨讀了解放電的狀況，分析可能的病因，

再因病情需要由醫師決定是否要做腦部攝影或是其它代謝性的檢驗，在完整的

檢查、專業的診斷之後依癲癇病症及特性，再給予合適的處置。 

 

 

 



兒童癲癇的治療 

癲癇的發作對小朋友及家長來說是個頗叫人頭痛的問題。一般而言，約有

1﹪到 4﹪的小朋友在兒童時期，會因為不同的原因引起臨床上的抽搐症狀，其

中一部份為單純性熱性痙攣，長大後會自然痊癒。另一部份的小朋友會因反覆

的發作，而需要藥物的治療。面對病孩來診治，醫師除了細心的安排適當的檢

查，盡力來找出癲癇發作的病因，(如：腦炎、血管畸形、或是體質性等)，並

且也會針對病因做適當的治療。 

 

目前小兒神經科醫師最常使用的治療方法為藥物治療，今日由於醫療的發

達。抗癲癇藥物的選擇也多樣，一般小兒抗癲藥物除了對疾病的治療外並需考

慮是否會影響小朋友的成長與學習功能，所以在選用藥物上與成人略有不同。 

 

一般小朋友在開始藥物治療後約有 50﹪到 80﹪的病孩會有明顯的改善。若

是持續用藥二年沒有發作，停藥後約有 65﹪以上的病孩不再發作。一部份病孩

則需更長久的服藥，若延續服藥四年以上則有 85﹪以上的病孩不會再發作，但

是仍然還有 15﹪的病孩會持續的發作，要長時間服藥到成人，這類我們稱為頑

固型癲癇發作。對於這部份的病孩，我們可以在適當的評估後，考慮給予癲癇

手術的治療，術後約有 1/3 的病孩可以有明顯的進步，30﹪的病孩可以減少使

用藥物的種類，仍有 30﹪的病孩得不到改善。這部份病孩就需耐心與醫師配合，

在藥物上做適當的調配，來減輕症狀及發作，以期改善生活的品質。  

 

總言之，幼兒癲癇的診斷並非死刑的判定，每個病孩只要耐心與你的主治

醫師配合定期的門診追蹤，大部份的病孩都可以得到良好的治療，生活和一般

人無異，同樣可以過著豐富而又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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