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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參與研發之心路歷程 

 

林宸生教授他最近給了我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就是他希望我能夠寫

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內容就是希望我能夠寫一些自己和學長們的實驗

操作過程，和使用頭控滑鼠的心得感想，還有自己的一些心路歷程，這

就是林教授給我的任務。林教授他希望這篇文章我能夠寫出一萬個字，

林教授交代完我便馬上作好了心理準備，無論如何一定要完成林教授交

待的任務。 

 

於是，我便在家準備好一切開始我的寫作。所以只要我在家，一有

時間我就會寫文章，因為我的手腳都不能動，所以有一次，學長他們問

我一個他們很納悶的問題，學長他們覺得很奇怪，我是怎麼寫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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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寫文章並不是真的用手寫，而是用嘴巴來打電腦寫文章，至

於用嘴巴如何打電腦？那就要從嘴控滑鼠說起。我的嘴控滑鼠跟學長他

們現在實驗操作的不一樣，我的嘴控滑鼠是以前在復健醫院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我住在台中市立復健醫院，是因為我剛受傷不久，有醫生告

訴我需要長期的復健，所以我可能需要住院做復健。於是和家人討論以

後，決定聽從醫師的指示，我住進了台中市立復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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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進台中市立復健醫院的第一天，醫院的住院醫師會安排床位，安

排完床位後就可以住進去。安排床位時他會問要住什麼樣的床位，床位

有分成一人床的套房、二人床的套房和三人床的健保房，因為一人床和

二人床的套房需要自費，而健保床有健保給付，可以節省家裡的負擔，

所以我都住三人床的健保房。 

 

住進病房以後你會看見幾坪大的房間裡只有一間浴室和三個床位，

空間狹小得讓人幾乎無法呼吸，而且壓力沉重，如果沒什麼事還是不要

住院的好，但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只好住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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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裡打理好一切之後，護士小姐會到病房裡問你的個人資料，

也就是寫你的病歷表。等護士小姐填寫完你的病歷表以後，住院醫師會

來告訴你復健的課程，還有和你討論復健課程的時間。復健課程主要分

成二種，一種是屬於物理治療：它包括了電療等，第二種是屬於職能訓

練：它包括了打電腦等。物理治療的時間是每天一次，一次的時間是一

小時。再來是職能訓練，時間也是每天一次，一次也是一小時。這二項

復健都是每天做，只有假日才能休息。 

 

就因為在台中市立復健醫院復健的關係，才有機會打電腦，在台中

市立復健醫院打電腦是屬於職能訓練的部份，打電腦的時候，復健老師

會先帶你到復健職能教室，等你就定位以後，復健老師會拿出一樣很像

藤條的東西，就是現在我在使用的嘴控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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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頂端有一個正方形的控制器，這個正方形的控制器就是用嘴巴

來操作電腦的控制器，它主要的操作是控制電腦的滑鼠游標，跟一般手

控的滑鼠功能差不多，它的操作方法並不會很難，因為復健老師他並沒

有實際操作給我看，復健老師他只是在一旁解說這套嘴控滑鼠的操作方

法，只要操作熟悉以後就可以得心應”嘴”了。 

 

在我操作嘴控滑鼠時，復健老師告訴我這套嘴控滑鼠是比較適合像

我這樣屬於脊髓損傷高部位的病患，手腳都不是很方便，所以這套嘴控

滑鼠很適合我用，在使用時並沒有很大的問題，也就因為使用這套嘴控

滑鼠的關係，才讓我有機會認識逢甲大學自動控制系的林宸生教授，進

而可以有和他們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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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這個名詞，它所包涵的意義代表了不方便、殘缺、有障

礙的，如果身心障礙者有了日常生活上的輔具，再加上科學日新月異的

發展，可以使身心障礙者提高生活品質，也可以讓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

尋找到更多的樂趣和驚奇。 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其實不只是

日常生活中的輔具而已，週遭的人的關懷也是我們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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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自動控制系林宸生教授在他的實驗室還有另一套輔具，這

一套輔具我使用過幾次，這一套輔具它的名稱叫作追瞳器，這套追瞳器

它的使用方法很簡單，它就像一附眼鏡戴在頭上很自然。 

 

然後這套追瞳器它主要是在抓妳瞳孔，然後用你的瞳孔來操作追瞳

器，當你的眼球向左時電腦它的游標就會向左，它會隨著眼球的移動來

操作方向，如果是要按確定或是點選就要用睜眼閉眼來操作， 這一套輔

具追瞳器也是屬於比較適合漸凍人和四肢癱瘓的人，不過我認為這一套

輔具追瞳器也可以試試看在植物人身上，說不定也能夠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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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電視上的報告新聞看過一則報導，這則報導是來自美國科學

家的一則報導，這一則報導是敘述一個躺在床上數年的病患植物人的一

個故事，這一個故事要從美國科學家說起，在美國有一群美國科學家是

專門在研究病患植物人的， 美國科學家他們研究發明了一套輔具，這一

套輔具它是在測試病患植物人是否還有潛在意識。 

 

這一套輔具它總共有三樣東西，第一樣東西是電腦螢幕，第二樣東西是

電腦鍵盤，第三樣東西是類似耳機的東西，這一個類似耳機的東西是給病患

植物人戴的用來測試腦波，然後電腦鍵盤是科學家操作用的，最後電腦螢幕

是給病患植物人看的，當這一個電腦螢幕發出聲音時就表示這個病患植物人

的腦波有發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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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在看這一則報導時，讓我對現在的醫學科技感到嘆為觀止，

當這一則報導在播放的時候，美國科學家他們測試病患植物人的電腦螢

幕曾經發出一直不曾間斷的聲音，然後美國科學家表示其實病患植物人

可能都一直存在著一種潛在意識，其實我從頭到尾都一直相信病患植物

人還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意識，你呢? 

 

 

到目前為止可能還有很多人無法相信一個全身癱瘓四肢無法動彈的

人如何打電腦，因為每一次只要我跟人家講說我會打電腦別人就會露出

懷疑的眼光看著我，然後他們會覺得很奇怪，我不是連手都不能動，怎

麼可能會打電腦，接下來他們就會問我到底是怎麼使用電腦的，然後每

一次我就會慢慢的解釋給他們聽；就像這一次有一位記者她也是問我相

同的問題，這一位記者是天下康健雜誌的女記者，她姓司，名為晏芳，

她來自台北市，到台中市來作訪問，司大姐是專程為了採訪逢甲大學自

動控制系林宸生教授，這次的採訪主題是有關頭控和眼控操作電腦的內

容，司大姐在逢甲大學的實驗室已經採訪過林宸生教授了，採訪完林宸

生教授司大姐才到我家來採訪我，採訪內容主要是使用這些輔具的心得

感想，我和司大姐談了大概有三十分鐘，最後司大姐她採訪完以後希望

我能夠繼續類似這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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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來作個自我介紹，我出生於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民

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因為游泳跳水受傷，受傷部位是在頸椎第三.

四節導致全身癱瘓。在民國八十六年我是一位五專生要升三年級，我讀

的科目是應用外語，受傷那時候因為當時我正在接受救生員訓練，我還

記得當時我一跳進水裡就全身不能動了，在水池底我發覺全身不能動以

後，我閉著氣在水底待了兩分鐘的時間，我心想如果沒有人來救我，我

就死定了，正當我有此想法時我閉上眼睛打算放棄了，但是就在這個時

候跟我同期的救生員把我從水底拉了起來，這時候的我已經昏迷了，當

我再醒過來的時候救生員教練和同學們已經把我圍住了，當時我只聽見

教練叫我用力呼吸，過沒多久我就又昏迷了，當我再醒來的時候是在救

護車上等我到了醫院就進了急診室，醫護人員通知了家，屬讓我的家屬

簽了同意書，在簽完同意書以後醫生馬上幫我開刀，就這樣我開始我的

另外一個人生。 

周瑞澤 Ray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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