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耳鼻喉科歷史 

本院耳鼻喉科的歷史悠久，臨床學術具佳。戰前由山下憲治教授所領導，戰後分別

由林天賜教授、許雲龍教授接任。據聞，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有感在台北市沒

有直屬的醫療院所(據聞省主席夫人常為皮膚病所苦)。適逢台灣大學擬接收台灣省

所托管日本東京帝大台灣演習林，於民國三十七年將本院轉隸於台灣省，更名為台

灣省立台北醫院。當時編制上有一位主任、兩位主治醫師及兩名住院醫師。當時住

院醫師的工作繁重，薪水微薄，大都擠在太平間隔壁的房舍。主治醫師薪資約240

元，住院醫師超收，多人共分一個編制薪資，薪資不足50元．當時住院醫師楊蓮生

轉任台北鐵路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時薪水大增1000多元且配有宿舍。 

 

照片1是民國39年臺北醫院院長陳嘉音與耳鼻喉科同仁在門前合照，第一排中間是

陳嘉音院長，名古屋醫學博士，曾任開封、山海關鐵道醫院院長，右側是總統官邸



御醫熊丸，民國37年任台北醫院副院，民國40年任院長兼衛生局副局長至民國70

年退休，左側是許雲龍主任。第二排右起侯中山、林大鴻、楊喜松、洪瑞賢、江克

崑、黃汝霖醫師。 

 

當時本科與日本交流頻繁，岡山醫大高原教授，慶應醫大西端教授均曾蒞臨本科指

導。照片2是民國46年山下憲治教授訪台和醫局同仁餐後照(第一排中間)。 

民國57年台北市升格直轄市，本院更名為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科主任先後由楊喜松、

江克崑擔任．侑於環境，專注於臨床業務。直到衛生局完成仁愛、陽明、忠孝、和

平醫院興建工程，民國84年中興新建大樓完工，百年醫院終於有機會跟上時代腳

步。 



適時詹光漢醫師赴日取得醫學博士後擔任主任，在張昭明教授、周承良醫師協助下，

醫療設備更新，耳鼻喉科手術技術與病患醫療品質得以提升。其後由洪元宗、吳傳

頌續任自今，蕭規曹隨。 

 

目前本科除延續過去良好基礎，繼續開拓耳鼻喉科臨床醫療技能服務病患，參與健

保大數據研究耳聾、耳鳴等疾病相關因子。配合衛生局、總院的早療、安寧居家醫

療衛生政策，提供新生兒篩檢早療和老年人慢性病，眩暈、耳鳴、聽障等相關醫療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