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动、声学工程和医学的协同作业

该研究室采用声波•振动测量、数值解析、图像处理等技术从事相关的基础、应用研究，以此来探 

明生物组织的构造及功能。并且他们还进行广泛的研究和应用，比如开发有助于治疗的新式测量技术

及设备、基于数值模拟的最佳手术法、新型通讯设备等。 

 探明听力•重听的机制

在感觉器官的研究领域，该研究室专门去探明听觉器官的功能及在其病变诊断、功能恢复中的应

用。通过用计算机对听觉器官的纳米级振动进行模拟，在探明听力结构的同时也在研究产生重听的机

制。 

最佳手术法提示系统 

通过试行虚拟手术来模拟对应各种病变，研究有效治疗

重听的方法并对此提出方案。 

听小骨可动性测量装置 

作为研究开发听觉器官病变诊断、功能恢复装置的一个

案例，就是能够定量评价以前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医生的经验

来判断的听小骨可动性（将鼓膜的振动传递给蜗牛的小骨）

的装置。这种装置是让很小的测量对象位移 10 微米左右，

用手持设备就能测量当时的反作用力（几毫牛顿左右）。如

果在手术中能用该装置来评价听小骨的可动性，那么就能制

定有效且安全的手术方式，还有望提高术后的听力。 

人工听觉系统 

他们还在开发小型高音质、嵌入式骨导助听器。将用磁力来改变形状的超磁致伸缩元件用作振动

器，把它埋植在头皮下，通过线圈的相互感应来经皮传递外部的能量和声音信号。他们的目标是开发

出在高音域也能听到清晰音质的高输出助听器，这是使用普通声波的助听器难以实现的。 

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用 PVDF 薄膜测量发声时的皮肤振动，以此来开发在高噪音下也能获取清

晰声音的系统等。 

 

能在日本国内少有的耳鼻科领域进行测量与

模拟 

他们虽然在耳鼻科领域还开发了各种手术导

航系统，但是以手术中的测量结果和模拟结果为基

础，能够显示出「现在有什么问题，在哪些部位怎

么做手术、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治好病」等这类身体

功能下降的原因及其机制、功能恢复的手术方法及

术后结果的系统还未实用化。 

   为了开发这种下一代手术导航技术，他们与国

内外的医学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积极推进相

关的研究。 

 

 

 需求众多、备受关注的领域

今后除了物理动作，他们还考虑电气结构，

模拟整个听觉系统，以此来探明各种疾患机制及

开发最佳的手术方法。 

并且他们还致力于新型人工助听系统的开发。 

通过开发应用了声波、振动测量、控制技术

的设备，他们希望扩大研究领域来探明生物机制，

开发考虑了生物适应性的设备等。 

 

 

 

 

 

 

 

 

 

 

 

所属专业 研究生院信息理工学研究科 智能机械工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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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要 

用计算机模拟来探明听觉器官的功能 

听小骨的可动性测量 

嵌入式骨导助听器 

在高噪音下获取声音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