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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腦刺激電極 （晶片）深腦刺激電極 （晶片）

Model 3387 Model 3389Model 3387 Model 3389



St Jude 聖猶達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深腦刺激治療

Medtronic 美敦力



深腦刺激治療器 大腦節律調節器深腦刺激治療器 ＝ 大腦節律調節器

三種款式

單側非充電式治療器，治療單側大腦

單側非充電式治療器 治療雙側大腦單側非充電式治療器，治療雙側大腦

單側充電式治療器，治療雙側大腦單側充電式治療器 治療雙側大腦



深腦刺激術裝置深腦刺激術裝置深腦刺激術裝置深腦刺激術裝置



深腦刺激充電裝置深腦刺激充電裝置深腦刺激充電裝置深腦刺激充電裝置



深腦刺激術後深腦刺激術後深腦刺激術後深腦刺激術後
參數設定及調整參數設定及調整參數設定及調整參數設定及調整



電極編號 0, 1, 2, 3, C電極編號 0, 1, 2, 3, C

單極電刺激

雙極電刺激雙極電刺激

多極電刺激

電壓強度 0~10 volts

電流波寬 60~450 us

刺激頻率 5~210 Hz

治療電阻 500~4000 Ohms



大腦運動皮質
有多巴胺的
正常基底核

多巴胺
正常基底核

迴路

紋狀體 視丘下核紋狀體 視丘下核

蒼白球

視丘

正常的狀況下 運正常的狀況下，運
動的電訊號可以經
過基底核的篩選及
增強 促進大腦皮

大腦運動皮質
增強，促進大腦皮

質的運動機能



大腦運動皮質
缺乏多巴胺的
巴金森基底核

多巴胺
巴金森基底核

迴路

紋狀體 視丘下核紋狀體 視丘下核

蒼白球

視丘巴金森的狀況下，
運動的電訊號在經
過基底核時 無法過基底核時，無法
受到適當的篩選及
增強，以致於大腦
皮質的運動機能無 大腦運動皮質皮質的運動機能無

法正常運作



深腦刺激治療
巴金森基底核

大腦運動皮質

巴金森基底核
迴路

多巴胺

紋狀體 視丘下核紋狀體 視丘下核

蒼白球

視丘

視丘下核深腦刺激可以

大腦運動皮質

確保巴金森大腦運動電
訊號通過基底核時，能
受到適當的篩選及增強

大腦運動皮質 ，使大腦皮質運動機能
可以恢復正常運作



視丘下核深腦刺
激電極僅可以刺
激2-5mm半徑

的範圍

深腦刺激腦刺激
治療巴金
森基底核森基底核

迴路



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
適應症適應症 CAPSIT-PDCAPSIT PD

深腦刺激術的主要適應症如下深腦刺激術的主要適應症如下::

11、巴金森氏症診斷五年以上、巴金森氏症診斷五年以上11、巴金森氏症診斷五年以上、巴金森氏症診斷五年以上

22、其主要症狀對於多巴胺治療有適當的反應、其主要症狀對於多巴胺治療有適當的反應

33、病人在治療中合併有以下的狀況、病人在治療中合併有以下的狀況((至少一種至少一種))

AA、藥效波動現象、藥效波動現象AA、藥效波動現象、藥效波動現象

BB、藥物治療所產生的異動症、藥物治療所產生的異動症

CC、藥物難以治療的顫抖、藥物難以治療的顫抖



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
禁忌症禁忌症 CAPSIT-PD禁忌症禁忌症 CAPSIT PD

不適合接受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治療的情形不適合接受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治療的情形

主要有以下各項主要有以下各項主要有以下各項主要有以下各項::

11、患者的主要症狀對於多巴胺治療效果不佳、患者的主要症狀對於多巴胺治療效果不佳患者的主要症狀對於多巴胺治療效果不佳患者的主要症狀對於多巴胺治療效果不佳

22、患者很容易出現精神異常症狀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患者很容易出現精神異常症狀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

33、患者合併有明顯的失智症的表現、患者合併有明顯的失智症的表現

44 患者有其他嚴重疾病患者有其他嚴重疾病 ((如癌症 肝硬化或其他全身性如癌症 肝硬化或其他全身性44、患者有其他嚴重疾病、患者有其他嚴重疾病 ((如癌症、肝硬化或其他全身性如癌症、肝硬化或其他全身性
疾病疾病))



適合採用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階段適合採用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階段適合採用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階段適合採用深腦刺激術治療巴金森氏症的階段

無症狀時期無症狀時期 H&Y Stage 0H&Y Stage 0

非藥物治療時期非藥物治療時期 H&Y Stage IH&Y Stage I

早期單純藥物治療時期早期單純藥物治療時期 H&Y Stage IH&Y Stage I IIII早期單純藥物治療時期早期單純藥物治療時期 H&Y Stage IH&Y Stage I--IIII

中後期複雜藥物治療時期中後期複雜藥物治療時期 H&Y Stage IIIH&Y Stage III--IVIV

緩解治療時期緩解治療時期 H&Y Stage IVH&Y Stage IV--VVgg
巴金森氏症巴金森氏症H&YH&Y分期分期







DBS對巴金森非運動
症狀療效報告症狀療效報告

Cardiovascular: Postual BP change
Urinary: Bladder control

Misllaneous: Sweating, Smell

H.S. Dafsari et al. / Brain 
Stimulation ■■ (2015) ■■–■■



Beyond Nine Years of 

DBS Current Development

Continuous 
Subthalamic Nucleus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長期DBS長期DBS 
9年以上
效果報告

F/U => 9yrs n=14

效果報告

Zibetti M, et al. (2011) 
Movement Dis 26(13):2327-

2334.

y
F/U < 9yrs n=33

2334.



DBS Current Development
提早接受DBS 

療效報告療效報告

• 2-year trial
d l i d 2 1 i ( 2 ) i h• randomly assigned 251 PD patients (H7Y stage <=2.5) with 

early motor complications
• mean age, 52 years; mean duration of disease, 7.5 years
• to undergo neurostimulation plus medical therapy (DBS, 

n=124) or best medical therapy alone (BMT, n=127)
P i d i t lit f lif ith th f th

• Motor skills (UPDRS III) improved by 53%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DBS therapy, compared to 4%

• Primary end point : quality of life, with the use of the 
Parkinson’s Disease Questionnaire (PDQ-39)

Motor skills (UPDRS III) improved by 53%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DBS therapy, compared to 4% 
improvement in the BMT group

• Psychosocial interaction (SCOPA-PS) in the DBS group improved by 28% and by 3% in the BMTPsychosocial interaction (SCOPA PS) in the DBS group improved by 28% and by 3% in the BMT 
group



DBS Current Development
提早接受DBS 

療效報告2療效報告2

•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UPDRS II during worst 
condition) improved by 30% in the DBS group, 
compared to a 12% decline in the BMT groupp g p

• Symptoms related to Drug related complications 
(UPDRS IV) improved by 61% in the DBS group, Yesp y g p
while the BMT group declined by 13%

• Levodopa equivalent daily dose (LEDD) was 

Yes

Consider DBS therapy

p q y
decreased by 39% in the DBS group, while 
medication increased by 21% in the BMT group

• Depressive symptoms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were 18% less in the DBS group, 
while they increased by 2% in the BMT group

Changing of Patient Selection Criteria !

Schuepbach WMM, et al. 
(2013) N Engl J Med 268:610-

22.



深腦刺激術今日與未來的適應症

目前 未來目前 未來

金森症• 巴金森症

顫抖症
• 妥瑞症 • 失智症

• 顫抖症

張力 全症
• 強迫症 • 微意識狀態

• 肌張力不全症

癲癇症
• 憂鬱症 • 肥胖症

• 癲癇症



大腦運動皮質大腦運動皮質
全部？

大腦運動皮質大腦運動皮質

視丘下核視丘下核巴金森症

丘腦丘腦

視丘下核視丘下核

顫抖症顫抖症

蒼白球內側核蒼白球內側核巴金森症

橋腦腳核橋腦腳核
蒼白球內側核蒼白球內側核

肌張力不全症 巴金森症步態障礙



DBS Next Step

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聖誕樹交錯刺激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聖誕樹交錯刺激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聖誕樹交錯刺激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聖誕樹交錯刺激



DBS Next Step

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微調刺激方位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微調刺激方位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微調刺激方位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微調刺激方位



DBS Next Step

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影像導引參數設定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影像導引參數設定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影像導引參數設定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影像導引參數設定



DBS Next Step

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Closed loop調控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Closed loop調控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Closed-loop調控深腦刺激的新技術發展— Closed-loop調控



實驗中的非侵入式大腦刺激治療實驗中的非侵入式大腦刺激治療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epet t e a sc a a ag et c St u at o ( S)

重複式穿顱磁刺激治療重複式穿顱磁刺激治療



穿顱直流電穿顱直流電
刺激治療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台大醫院深腦刺激治療團隊台大醫院深腦刺激治療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