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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型內斜視
一定要開刀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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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啊！我家寶貝眼珠子好像都不
太轉動，看起來就是怪怪的，是不是人家
說的鬥雞眼啊？」 「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喔！….. 」 「老人家說長大就會好，是真
的嗎？可是我己經等了三個月了，也沒没看到
變好的樣子……」

門診常常看到憂心忡忡的爸媽或祖父
母，帶著六七個月大的娃兒來做檢查，就
是擔心錯過了黃金治療期而耽誤了寶貝的一
生。嬰兒型內斜視是一歲以內的幼兒最常見
的眼疾之一，通常以明顯的大角度內斜視來
表現。新生兒出生後大約至四個月左右，其
雙眼的平衡運作就會建立起來，大腦也會逐
步建立雙眼影像的融合及發展深度覺及立體
感。在這個發育的過程中若有任何差池，就
會造成兩眼無法協調的現象。定義上以六個
月為分界點，若是六個月以上的嬰兒雙眼仍
無法對焦在同一物體上，就稱為嬰兒型斜
視。這類型的斜視是需要在兩歲前矯正的，
因為不只牽涉到眼位的協調，更關係到大腦
要學習將兩眼傳遞來的訊息整合處理。在文
獻上有很多學者醫師甚至主張在一歲半前手
術，以期獲得最好的雙眼視覺的發育。所以
目前的趨勢是在12個月至18個月大之間完
成手術。

文獻指出，大腦對兩眼訊息的整合及立

體感的建立會在兩歲以前完成，在這之前若
是兩眼無法準確地對準視線則終其一生其立
體感不會建立。對此，憂心的爸媽或是阿公
阿嬤常常會問我們：「除了開刀之外，有沒
有別的辦法改善呢？」因為聽到開刀兩字總
是令人卻步。

近幾年來，除了手術之外，另有學者
試著以肉毒桿菌素於眼外肌注射來達到使肌
肉麻痺的效果，不過這個過程也需要在全身
麻醉下進行，注射肉毒桿菌素的好處是時間
短、無傷口需照顧，且可在更小的時候實施
(6.7個月大就可以注射)。缺點則是：其效
力大約3個月且可能需不只一次的注射、注
射後的眼位不一定會達到預期效果且可能引
起眼瞼下垂的問題。術前需要充分了解藥物
的特性及可能的術後問題才不會引起驚慌。

本文的目的是讓大家明白：
1. 嬰幼兒的眼位要及早矯正，將來兩

眼的協調才能有好的運作。
2. 及早手術會有比較好的結果，但也

可能需要不只一次手術。
3. 注射肉毒桿菌素是除了手術之外的

另一選項，其效力大約3個月、可能需不只
一次的注射、注射後的眼位不一定會立即達
到預期效果且可能引起眼瞼下垂，對中度的
內斜視較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