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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麗絲夢遊仙境」是十九世紀，英國作

家路易士卡羅爾，寫給長女愛麗絲的童話故

事。這個故事中的女主角愛麗絲，跟著兔子

進入了迷幻的仙境，因此展開了神奇的旅

程。抽著香菸的大毛蟲、雄糾糾的撲克牌士

兵，在這夢幻王國中的一切，都令愛麗絲驚

訝不已。

　「愛麗絲夢遊仙境」已不只是書中的內

容，現實生活中，有一群小朋友，也曾經歷

如同愛麗絲所遇到的奇境，因為他們都罹患

了「愛麗絲夢遊仙境症」。

　根據文獻指出，許多疾病都可能引起「愛

麗絲夢遊仙境症」，像是癲癇、藥物中毒等

等，都會令患者產生知覺錯誤的情況，而其

中，最常見的病因，就是EB病毒感染。

　三十八歲的顧先生靠坐在沙發上，翻讀著

手中的聖經。一個突然晃動的身影，讓顧先

生驚訝地抬起頭來。原來，八歲的顧天雯正

好奇地張望著牆上的書架，隨後她拿起一本

書，並且走向母親的臥房，說了一句：「媽

媽這個字怎麼念啊？」

　顧先生對眼前的景象難以置信，塵封已

久的記憶再度被喚醒。當一家三人坐在餐桌

上，兩夫妻仍然不願多談，深怕這一切的美

好終成幻影。直到女孩納悶的詢問天氣的炎

熱時，兩夫妻的淚水，再次地決堤......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顧天雯反覆的高燒，

讓她的雙親決定帶她去做詳盡的檢查。當他

們在台北中山醫院候診時，顧天雯竟然無預

警地昏倒。經過幾天的住院觀察，醫師始終

找不到確切的病因。於是將顧天雯轉往台北

國泰醫院，此時的她已經呈現意識不清，間

歇昏迷的症狀。

　顧天雯的病情時好時壞，有時眼皮一翻，

就不斷地抽慉，或是突然休克，陷入幾天的

昏迷。現任國泰內湖分院的院長洪焜隆，當

時是小兒科的主任，

經過腦部斷層掃描，

發現顧天雯的腦部有

發炎的現象。腦脊髓液及生化檢查更顯示，

EB病毒的抗體指數異常升高，這都判定顧天

雯是因為EB病毒感染，而引發急性腦炎。

　在排除細菌感染後，洪焜隆使用抗腦壓及

抽筋的藥物，來治療顧天雯，十天後，顧天

雯從國泰出院。

EB病毒，讓你
走進愛麗絲的夢遊仙境
◆	撰文/李志豪		照片提供/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小兒科主任陳榮隆

仲夏清晨的天空特別清亮，初昇的朝陽透過窗櫺，灑滿了一地的金光。

讓人產生幻覺的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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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機器人一樣碰壁

　顧天雯回家後，身體依然很虛弱，當她前往高雄鄉

下靜養時，顧天雯再度暈倒在車上，這一次，她陷入

了更長的昏迷。疾駛的救護車，將顧天雯載往高雄榮

民總醫院，並且立即送進加護病房。台中榮總小兒科

主任池景上與顧天雯的主治醫師聯合會診後發現，EB

病毒正毫不留情的攻擊她的大腦。池景上判斷她罹患

了罕見的全化性腦炎。佝嶁的身子插滿了儀器，八歲

的顧天雯曲捲在病床上，除了突發地癲癇外，毫無任

何反應。

　兩個半月後，顧天雯終於睜開厚重的眼皮，但卻已

經不是以前的她了。

　「她就像是機器人一樣，機器人走路，一直走，走

到牆壁，碰壁，她不懂得轉身了。當時她說的話，一

句話可以一直重複，像錄音機一樣。」顧天雯的媽媽

這樣說。

　從高雄榮總出院後，顧天雯已經不是當初聰明活潑

的小女孩了。有時候她會突然的狂吼大叫，或是打翻

眼前的東西，醫師判定她，已經成為重度智障。但她

的雙親並不因此而放棄，顧天雯的父親說：「我那時

候才知道，全台灣這樣子在腦上面或是癱瘓在病床上

的，將近有三萬多人啊，哇，那時候我心理真的是很

難過，我不想參與，我不想加入，我知道我們的孩子

一定要好。」

　沉睡的精靈，終於在漫漫的長眠中甦醒了。這段難

熬的日子，在顧天雯的記憶中留下了空白；她的父母

回憶起當時無法自己，顧天雯的母親說：「心裡真的

很感恩，本來我們以為就會這樣開始養一個智障的孩

子。」

　而看到顧天雯有長足的進步，池景上也表示:「髓

鞘修復好了，就像電線需要絕緣體的包裹才不會漏

　一九五八年，英國外科醫師伯

克特（Denis Burkitt），在中非

小朋友的下顎，發現一種特殊的

肉瘤，不過發表時，並沒有引起

太大的注意。直到一九六五年，

英國愛普斯坦博士與助手巴爾，

以電子顯微鏡觀察，看見了無數

疹樣的病毒顆粒，存在腫瘤細胞

內，因而發現了EB病毒，後來醫

學界就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

　EB病毒的病毒體成圓形，基本

結構包括核樣物、衣殼和囊膜三

部分。核樣物包含了雙股螺旋狀

DNA，而衣殼呈現正二十面體，囊

膜由感染細胞的核膜組成。EB病

毒在人群中傳染性極高，根據統

計在台灣，十二歲以上的小孩，

將近百分之八十都遭受感染，而

十六歲以上的人，幾乎達到了百

分之百。

顯微鏡下已染色的EB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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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髓鞘就像絕緣體，當修復完成後，神經

傳導自然順暢...」

　現年十八歲的顧天雯，如今正隻身遠赴新

加坡求學，經過了死亡的威脅，她對生命有

了不同的體認，旺盛的熱情充滿無限。

藉由「接吻」傳佈的疾病

　一九五○年的聖誕節前夕，一名美國西點

軍校的學生，在歸鄉的途中，邂逅了一名女

子，愛苗在兩人心中瞬間滋長。

　在他們相處的十二小時中，他們不時的親

吻，並且共喝一杯飲料。就在一個半月後，

這名軍校生，開始出現發熱、咽喉發炎和

頸部淋巴結腫大的症狀，而這名女子，則在

他們相處之後的第三天開始發病。當時西點

軍校醫生在詢問了七十三位罹患疾病的學生

後發現，有七十一位病患在發病前三十二至

四十九天，有過親密接吻的經驗，他們都被

診斷罹患了「傳染

性單核白血球增多

症」。

　傳染性單核白血

球增多症，也是由

EB病毒所引起的病

症之一，其廣泛流

行於歐美校園，受

感染的對象，大都

是一些情竇初開的青少年，西方國家給他一

個美麗的稱號，叫做Kissing Diseaes。而

病毒便是藉著接吻的親密行為，透過唾液散

佈開來，另外，輸血或近距離的飛沫接觸，

也都可能感染病毒。在台灣，偶而會有零星

的病例發生，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在四歲

前就已經被感染了。

　傳統習慣中，大人常常會將食物嚼碎後

再餵食嬰兒的方式，以及共進菜餚的飲食習

　一望無際的蒼茫野草，勾勒出天地的

輪廓；星羅棋布的灌木叢林，刻畫出遠

近不一的景深。這裡是非洲，孕育著萬

千生物的古老大地，自古以來，一些難

解的惡疾， 便不斷的在這塊土地上蔓

延。奔騰的蹄聲，土著的戰鼓，似乎驅

逐不了疫病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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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使得台灣感染EB病毒的年齡，比其他國

家還低。當人類從嬰幼兒邁入青少年後，身

體的免疫反應開始旺盛，當EB病毒入侵時，

人體便會產生劇烈的免疫反應，造成許多異

型的淋巴球，而淋巴結腫大，就是這些淋巴

球增生的結果。

　吳怡萱的血球數量，就像飛洩的瀑布，正

在快速的滑落。

沒有預警的高燒襲來

　一個寧靜的午後，爽朗的泰雅女孩做吳怡

萱，赤腳奔跑在青翠的大地，展現了十足的

好動性格。但誰也沒想到，七歲的她，也曾

經歷一場與死神搏鬥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三月，當時的吳怡萱還只是

襁褓中的小孩，因為呼吸道感染引發的腸

胃炎，住進了花蓮慈濟醫院，歷經了五天

治療，情況改善後，便順利出院。但好景不

常，出院五天後，吳怡萱莫名地開始發起高

燒，再度住院。

　當醫師打算抽血檢驗時，發現只要一打

針，皮膚便滲出汨汨的血光。

　驗血報告出爐後，情況更不樂觀。吳怡萱

的血球數量，正在快速的滑落。小小的身軀

到處是出血點，這表示她的凝血功能出現了

異常。Ｘ光片更顯示，吳怡萱的肺部出現積

水的現象，連最簡單的呼吸都顯得困難。吳

怡萱的主治大夫，便主動聯繫人在台大醫院

的小兒感染科主任陳榮隆。而依據吳怡萱的

臨床症狀，陳榮隆判斷，她罹患了罕見的噬

血症候群。

　他表示：「所謂噬血症候群，就是身體裡

面的組織球被過

度活化，造成這

些組織球會分泌

大量的細胞噬，

最重要就是它吞

噬了很多我們自

己正常的一些血球，所以我們叫噬血症候

群。」

　慈濟的主治醫師接受了陳榮隆的建議，立

刻替吳怡萱施打免疫球蛋白，來避免組織球

繼續活化。但她的病況持續惡化，額頭上的

高燒，也絲毫未見停歇。

　陳榮隆在為她施打免疫球蛋白無效後，決

定使用更強的免疫治療藥VB16及類固醇，來

設法拯救這垂危的小生命。。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吳怡萱的免疫

療程結束，也終結了一場致命的危機。她的

母親仍猶記得當時的恐慌，她說：「我希望

她健康就好，真的，我只有一個念頭而已，

希望她長大成人，就健健康康，別的我不

求，真的，別的我不求，就這樣，畢竟她是

我的寶貝！」

　儘管醫學不斷的進步，仍然沒有疫苗或是

藥物，足以對抗EB病毒。

　不論是顧天雯還是吳怡萱的父母，他們從

來沒有放棄他們的小孩。但世界上仍然有萬

千的生靈，正在飽受EB病毒的威脅。

　就如同慈濟醫院主任陳榮隆說：「其實EB

病毒可能跟人體已經共存很久了，EB病毒只

要你的免疫狀態在正常的情況下，EB病毒是

不會作怪的。只要你能把你免疫狀況調到最

佳的情況，EB病毒就跟你和平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