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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部長
陳時中

__長期以來︐本部一直以維護國人之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為主要目
標︐只要能促進全民身心健康之事項︐無不全力以赴︒

__顳顎障礙症在國人之發生率大約為20%︐但求診率不到10%︒此症
雖不致於危及國人之生命︐但卻會影響生活品質︒為使國人及醫界對
此症有進一步之瞭解︐以期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甚或防範於未然︐本
部爰委由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團隊︐編著顳顎障礙診治參考指引
及健康照護手冊︐期能使在門診第一線之牙醫師同仁對此症有更深
刻之瞭解︐甚或在必要時︐適時轉診主治顳顎障礙症之醫師︐以為各
種必要之治療︒

__至於提供民眾閱覽之健康照護手冊︐則希望藉由相關資訊︐讓民眾
能對顳顎障礙症有初步之認知︐並藉此瞭解個人或家屬是否罹患此
症︐以及當罹患顳顎障礙症之各種症狀時︐能儘速至牙科門診尋求診
治︒此外︐也期望透過手冊內容︐讓一般民眾能熟知預防此症在日常
生活及飲食中需要注意之事項︒

衛生福利部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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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顳顎關節位於耳朵前方︑介於頭骨及下顎骨之間︐功能就像門的開關轉

軸︐負責使下顎前後和側向移動︒顳顎障礙症就是顳顎關節︑周圍的肌肉或

關節盤出問題︐造成下巴關節疼痛︑張口困難︐有時張口說話或咀嚼時︐會

發出喀嚓的聲響︒顳顎關節的疼痛可能放射至整個頭頸部甚至背部︐也由

於顳顎關節十分接近耳朵︐所以也可能出現耳朵悶悶的︑暈眩和耳鳴症狀︒

在臨床上的檢查︐包括顳顎關節是否有彈響丶單側或是雙側的關節盤過度

磨損︐口腔內則要檢查是否有牙齒咬合干擾︑夜間磨牙︑不對稱咀嚼咬合︔

顳顎障礙症隨著生活步調的加速︐有越來越多人有此問題的趨勢︐雖不致

命︐但嚴重時足以使人食不知味︑失眠︑脾氣暴躁等︒ 顳顎障礙症是醫學上

的一個難題︐其症狀複雜︐疼痛範圍廣泛︐存在結構及解剖問題︐不易診

斷︐所以病人經常會因疼痛在各科求診︔病人常擔心不知是否是更嚴重的

疾病導致此疼痛現象︐醫師也只能告知沒發現什麼嚴重的問題︐因此只能

得到症狀的處理︐所以很難根治︐而顳顎關節問題造成的長期疼痛︑耳鳴︑

暈眩和睡不好︐反覆發作下徒增病人的焦慮感︐也常被醫生誤診為憂鬱症︐

困擾醫病關係︒

__顳顎關節障礙的認知與健康照護︐對於許多民眾而言︐往往不甚清楚︒即

便現今網路發達︐許多知識可從網路獲得︐但很多資訊是片段式內容甚至

是病患的個人經驗分享︐因此往往與專業的診斷與治療技術有很大的落

差︐並缺乏理性及客觀的意見︒有鑑於此︐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執行衛生

福利部計畫並編寫顳顎障礙症診治與照護手冊︐目的在於提供並傳導大眾

正確的顳顎關節障礙知識︒希望能藉由這本書的誕生︐使民眾對於顳顎關

節障礙有基本的了解︐並於就醫時能與醫師有更有效率的溝通︒若一般民

眾對於顳顎關節障礙有初步了解︐則更能與醫師有充分的合作︐達到更佳

的治療效果︒

中華牙醫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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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本書內容利用簡易清楚的圖畫搭配重點文字提醒︐化繁為簡︐將複雜的

概念簡單化︒此書並非專門的的醫學期刊書籍︐因此省去許多艱澀難懂的

內容但也同時更貼近於使用者的便利︐使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全面且清楚的

知識︒從顳顎障礙症的成因︑臨床症狀︑哪些人易罹患︑怎麼治療以及日常

生活中該如何照護等皆給予使用者清楚明瞭的建議︐避免因疾病的痛苦而

在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但畢竟每位患者的狀況皆不同︐若有顳顎障礙的

患者︐還是需要親自至門診與醫師溝通與諮詢︐方能獲得最正確的診斷及

治療資訊︒

__相信此書的出版能帶給許多民眾清楚且全面的知識︐也希望藉由此書能

讓患者與醫師在治療旅途中成為最佳的夥伴︐共同解決這令人困擾的顳顎

障礙症︒

中華牙醫學會 理事長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 教授
三軍總醫院牙部 科主任
謝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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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所謂顱顎障礙症︐或者稱顳顎障礙症︐其實是相當常見的毛病︐很多人在

生命中的某一時期有過︐有的是症狀很輕︐大約只出現開閉口時的顎關節噪

音而已︐沒有疼痛或開口困難的問題︒比較嚴重的情況如開閉口時的臉部

肌與顎關節疼痛︐甚或張不開口︐或開大口以後閉口不能︐才會因為威脅到

說話或咀嚼功能而求診︒

__這類病患求診的對象可以是牙醫師︐也可能是耳鼻喉科醫師︐有的人會

找上神經科︑復健科或骨科醫師︐有時還會因為牽扯到睡眠品質不佳或夜

間磨牙問題而找上睡眠治療師甚至精神科醫師︒喜歡非西醫療法的人還會

尋求整骨師或種種中醫療法︒這樣多元的醫療方式︐對於顱顎障礙症這種

多因性疾病 (multifactorial disease )而言︐其實也不足為奇︒但是經由詳細

問診︑理學及影像醫學檢查︐做出正確診斷︐並迅速鑑別可能的其他疾病︐

是醫師的最重要責任︒由於有這類問題的患者找牙醫師的機率很高︐身為

牙醫師更需具備這樣的理解能力與處理能力︒因此在衛服部的認同與鼓勵

下︐才有這手冊的構想與編寫︐希望能深入淺出地將這疾病做一個整理︐其

最重要的目的還是要讓一般牙醫師能在最短時間內瞭解有訴求病患的問

題︐做出正確的診斷︐避免誤診︐而在治療方向上也能做出對病患最有利的

處置︐包括適當的轉診︐以及避免錯誤︑不可逆︑過分或侵入性的處理︒

亞洲顱顎障礙症學會 創會會長 
台灣大學 名譽教授
蕭裕源

亞洲顱顎障礙症學會 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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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牙醫界的朋友︓

__顳顎關節在我們日常執業的範籌中︐與我們關係密切︕只要病友ㄧ張口︑

講話︑咬合︑吞嚥…都牽涉到顳顎關節不同程度的運動和神經肌肉的收縮︕

這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人體特殊關節組織︐對牙醫師而言是又愛又恨︕愛

的原因是醫界中似乎唯有牙醫師對顳顎關節的結構和運動最暸解︔卻又恨

臨床上很多的功能性障礙所表現出的症狀︐讓我們摸不著頭續︐不知其所

以然︕更惶論如何治療︕

__學理上我們對於顳顎關節和其相關組織在臨床上表現出的症狀︐統稱為

顱顎功能障礙︕如所周知︓其致病原因非單一因素︐表現出的症狀也有很大

的差異︕但是不論欲實施任何的牙科治療︐都希望在穩定和健康的顳顎關

節狀態下︐才有可能獲致成功可靠且最大的醫療效果︕否則︐顳顎關節本身

都不是在穩定而健康的狀態下︐任何的牙科醫療行為︐都可能是短暫或無

效的︕甚至於可能是引起醫療糾紛的主要原因︕於此︐我們在執業上不可不

慎︕任何新進病友︐口腔必須確定是在健康且穩定的顳顎關節狀態下︐是獲

致成功牙科治療充分且必要的條件︕

__過去本學會舉辦了多次的再教育︑學術討論會︑病歷討論會…是希望牙

醫界增加對顱顎障礙症的認知和暸解︕以提升牙醫臨床治療的效果並避免

任何醫療糾紛的可能︕如今在衛生福利部的支持下編纂健康照護手冊︐並

把顱顎障礙症列入︒我們祈許以簡單的語言和文字增加和牙醫界同仁的溝

通︒對於任何顱顎障礙症的病友︐本學會的任何專科醫師︐都願意直接或

間接︐或其他任何形式幫助牙醫同仁解決病友的痛苦︐並獲致最大的醫療

效果︕對於廣大的民眾︐也希望藉由健康照護手冊︐增加對顱顎障礙症的認

識︐以期在最短的時間內︐獲致最適切的醫療︕

台灣顱顎障礙學會理事長
毛泰康

台灣顱顎障礙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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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__民以食為天︐有健全的咀嚼系統︐方得以滿足口腹之慾︐攝取身體所需養

分︐維持身心健康︒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健康的咀嚼系統可以促進人類身

心康健︐良好的咀嚼機能可以減少失智症的發生及減緩老化之速率︒因此

維持咀嚼系統的健全確實有其必要︒

__顳顎障礙症為牙科門診常見之疾患︐此症雖無致命之虞︐但卻會影響患

者之咀嚼系統與日常生活︒有鑑於國內專研顳顎障礙症之牙醫師︐日漸式

微︐為喚起國內牙醫師及一般民眾對此症之注意與瞭解︐衛生福利部委託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團隊︐除赴各地作顳顎障礙症之衛教宣導外︐並編

著此一顳顎障礙診治參考指引及健康照護手冊︐期能讓第一線門診之牙醫

師對於顳顎障礙症之患者︐給予適當之衛教及診治︐必要時則轉診至顳顎

障礙症之專科醫師︐以期能早期診斷︐早期治療︒至若民眾版︐則希望民眾

對顳顎障礙症有進一步之瞭解︐並能在日常生活及飲食中︐多加注意︐以將

顳顎障礙症提升至預防之層級︒

__編著此手冊︐我們號召了一群有志於顳顎障礙症之年輕醫師︐共同完成

此一手冊︐也算是為國內顳顎障礙症之診治播下新種子︒期能發揚光大︐延

續顳顎障礙症診治在國內之香火︒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院
院長 許明倫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院 院長



什麼是顳顎障礙症︖2
顳顎關節障礙症︐是發生在頭顱︑臉部及下巴部位許多種病症的統稱︐常見的症狀包含

顳顎障礙症不致於致命︐但可能影響生活品質︔需經過顳顎障礙專科醫師仔細詢問

病情︐再輔以臨床或儀器檢查才能確診︒接受適當的治療︐可以治癒或改善病症︐

無須焦慮或恐慌︒

7

小注意

下巴關節區以及周圍咀嚼肌肉的疼痛

顳顎關節在下巴張合或咀嚼時出現雜音 咀嚼功能出現異常等現象

下巴開合時出現卡住張不開︑歪向
一邊或合不攏的情形

咔



常見的致病因素包括 : 不良的口腔習慣︐如 : 夜間磨牙︑專注或焦慮時不自主咬緊牙關︑先

天性疾病 ( 如 : 關節活動性過大 ) 或外傷等等︒

顳顎關節在哪裡︖

20-25%的人口患有輕重不一的顳顎障礙症︐20-40歲的青壯年是好發族群︐女性的發生率

約為男性的4倍︐但會主動就診︐尋求協助的患者僅佔10%︒

這個問題常見嗎︖

顳顎關節︐位在外耳道前緣︐左右兩側對稱存在︐是下巴骨頭與頭顱骨相連接的位置︒

8

3 什麼原因造成顳顎障礙症︖

20-25%人口患有輕重不一的
顳顎障礙症

女性的發生率約為男性的4倍

顳顎關節
位置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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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咀嚼食物或下巴開合︐甚至打呵欠時︐可能在耳前︑中顏面部有疼痛等情形︐甚至伴隨

著耳前有雜音 ( 如咔咔聲響 ) 出現︒

曾經有張口或閉口受限︒曾有講話︑咀嚼︑打呵欠時︐因嘴巴張大︐卻一時無法閉合︐有

時甚至需要求助牙科醫師的協助才能恢復︒

顳顎障礙症之臨床症狀︖

在咀嚼食物或下巴開合時︐在顳側 ( 太陽穴 ) 可能有疼痛之情形︒曾有太陽穴區域疼痛之不

適︒

9

咔

在咀嚼食物或下巴開合時︐可能在下顎區有疼痛等情形︒

小注意



5 哪些人比較容易罹患顳顎障礙症︖

10

長時期喜歡咀嚼過硬或是具有
韌性的食物

面臨壓力或專心工作時︐有
「 緊咬牙齒 」的不良習慣

姿勢不良
 ( 例如頭部習慣前往前傾斜 )

全身性關節活動度過大 身體其他關節曾經有問題

睡覺時會磨牙



藥物治療
經由牙醫師開立止痛藥或肌肉鬆弛劑︐幫助緩解急性疼痛︒

咬合板治療
經由顳顎關節專科醫師評估︐製作咬合板等口內裝置以改善顳顎關節問題︒

物理治療
電刺激療法:放鬆肌肉︑降低發炎︑增加血液循環︒

超音波 : 由熱傳導到顳顎關節附近組織或咀嚼肌群︐減輕慢性疼痛及減少肌肉張力︒

( 以上治療均須經由醫師評估)

冰敷 : 減輕急性疼痛︒

熱敷 : 減緩慢性疼痛︒

物理治療 : 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施予按摩或伸展等物理治療︒

曾有顏面部外傷病史 曾發生過開了口卻閉不起來︐
俗稱「 落下頷 」之症狀

曾經接受過口腔或顏面部
的手術

6 如何治療︖

1

2

3

4

11

5



手術性治療

關節沖洗

藉由注射沖洗液移除發炎物質以及暫時性增加顳顎關節內空間以改善疼痛程度︒

玻尿酸注射

顳顎關節沖洗完︐改善關節發炎程度之後︐注射玻尿酸至顳顎關節腔中提供潤滑以及

抑制發炎反應︒

關節鏡手術

利用關節鏡可觀察關節腔內發炎情況︐並去除發炎組織或是輔助關節盤的復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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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建議
平時避免長時間咀嚼過硬或過韌的食物 (例如︓魷魚絲︑牛肉乾︑較硬的堅果︑檳榔)

避免過度張口
例如避免吃過大的漢堡︑過度張大嘴啃蘋果或芭樂等︐咀嚼時應雙側牙齒交替使用︒

肉乾 過硬的花生或堅果 魷魚絲

嗑瓜子

避免過大的漢堡
( 可以分層或切小份食用 )

避免大口咬蘋果︑芭樂等水果︐
建議切片後食用

避免咬碎冰塊 骨頭

7 飲食需注意事項

13



日常生活中︐說話︑打呵欠或其他活動時︐要注意張嘴幅度︐若張口過度可能會造成顳

顎障礙症的惡化︐或者嘴巴無法閉合︒

需保持生活作息正常︐可有助於顳顎障礙症的改善︒去除牙關緊咬的習慣︐避免顳顎障

礙症的不適感加重︒

許多人常有不自覺「 咬緊牙關 」的習慣︐請適時提醒自己放鬆︒

保持正常的生活習慣︐避免熬夜︑心情放鬆︑適當地紓解壓力︒

1

1

2

8 生活中需注意事項

9 生活習慣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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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結語

顳顎障礙症並非是現代人才有的文明病︐早在古埃及時代︐便已有治療顳顎關節脫位的紀

錄︒除此之外在西元前五世紀時期︐希臘的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也對下

巴脫臼徒手復位的過程做了詳細的紀錄︐由此可知顳顎障礙症其實困擾人們已久︐只是這

個疾病可能因為不致命︐而因此被世人忽略已久︒

根據目前的流行病學統計︐大約有20%的人會出現一些顳顎關節上的問題︐如嘴巴開合時

會有喀喀的聲響或是耳朵前方的顳肌︑咀嚼肌疼痛︑耳鳴︐甚至是關節疼痛進而無法順利

張︑閉嘴等症狀︐而罹患此疾病的男性︑女性比例約為 1 : 4 左右︒

對於顳顎障礙症的治療︐目前以咬合板相關治療及給予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物(NSAID)為

主︐但若是有其他的肌肉性疼痛或是急性顳顎關節炎等問題︐則會另外尋求如激痛點肌肉

注射 ( trigger point injection ) 治療或是關節內沖洗 ( arthrocentesis ) 甚至是關節內視鏡

 ( endoscopy ) 等療法來針對不同的顳顎障礙症問題進行治療︒

由於顳顎障礙症成因複雜︐所以建議一般民眾千萬不要輕忽此症︐須交由顳顎關節專科

醫師進行診斷︑治療︐方能獲得適當之療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針對成人的顳顎障礙症︐

上述的治療便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治療效果︐並穩定顳顎關節︐使其不再繼續惡化︒

但對於骨骼正在發育中的青少年來說︐因為顳顎關節是臉部骨骼發育的重要位置︐若是

遇到顳顎障礙症的發生︐如果沒有及時對症下藥︐很可能會造成孩子未來發生齒顎顏面

異常的狀況(如 : 臉部不對稱導致的顏面歪斜︑咬合不正…等)︒面對這些狀況︐如沒有及

時尋求治療︐很有可能會造成終身的顳顎障礙症問題︒所以對於顳顎障礙症的理解以及

尋求適當的治療︐有其必要性︒

總而言之︐目前顳顎關節專科醫師對於成年人的治療著重於解決關節的症狀並穩定關

節︐對於骨骼正在發育中的青少年︐則會針對穩定顳顎關節的發育著手進行相關治療︒

如果擔心自己或家人的顳顎關節可能有問題︐但又不確定的話︐其實可以透過簡單的自

我評估表格進行評估後︐再決定是否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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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評估表

是 否 評估項目

是否有夜間磨牙的習慣?

是否常有頭頸部肌肉僵硬或是痠痛的狀況?

是否曾有顳顎關節區域的外傷或撞擊病史?

當牙齒緊咬時︐是否有明顯的肌肉疼痛出現?

當合上嘴巴時︐是否前排牙齒無法接觸或撕裂食物?

臉部是否不對稱或下顎明顯後縮?

平時張開嘴巴或合上嘴巴時有無困難?

在咀嚼食物或下巴開合時︐曾有太陽穴區域疼痛之不適?

在咀嚼食物或下巴開合時︐可能在下顎區有疼痛等情形?

在咀嚼食物或下巴開合︐甚至打呵欠時︐可能在耳前︑中顏面部有
疼痛等情形︐甚至伴隨著耳前有雜音 ( 如咔咔聲響 ) 出現?

對於以上的問題︐如果勾選『是』的比例越高︐則可能罹患顳顎障礙症的風險就越高︐

若是您覺得不安︐不妨交由顳顎關節專科醫師來為您進行進一步的檢查或治療︒至於尋

求治療則可至各教學醫院︐或上台灣顱顎障礙症學會之網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