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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icon介紹 

Oticon助聽器總部位在丹麥，其隸屬於

Demant集團，創立於1904年，起源於創辦人

(Hans Demant)要協助他聽力受損的妻子聽得更

好，改善生活品質，迄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Oticon積極突破技術極限並期許運用嶄新的科

技改善聽力受損者的聆聽困擾，提升生活品質

並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 Oticon核心技術 

耳朵只是接收並放大聲音，真正在處理跟理解聲音的是大腦，因此，Oticon致力於

研究耳朵和大腦兩者間的相關聯性，並依此作為其研發技術的核心概念，稱為腦神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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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Brain Hearing)，以下針對Oticon新的三大技術進行介紹。 

 

 

● 語音領航員 (OpenSound Navigator) 

吵雜環境下的聆聽一直都是助聽器使用者的一大挑戰，過往主要藉由方向性麥克風

的技術，去凸顯特定方向的語音以提升聆聽清晰度，讓使用者在該環境下聽得清楚。但

使用方向性麥克風仍會有所侷限：除了會造成使用者定位上的困難外，當目標語音與方

向性麥克風聚焦方向不一致時，也會導致聆聽的清晰度受到影響（例如：目標語音在側

邊，但方向性麥克風聚焦在前方）。Oticon的語音領航員則是希望由使用者可以聆聽到環

境中所有的語音，再自行選擇想要聆聽的語音，其運作原理是每秒進行100次的 360°環

境分析，藉此了解環境中聲音的種類跟音量強弱，接著會再針對各種類的聲音進行調整，

最後，則將字句中的噪音迅速消除，讓使用者在吵雜或是多人交談的環境下，得以輕鬆

自在的溝通。在提升訊噪比的部分，語音領航員和方向性麥克風最大的差異在於：方向

性麥克風是將特定方向的語音保留，降低其他方向的語音跟噪音；語音領航員則是保留

所有語音，降低噪音。 

 

 

● 語音優化器 (OpenSound Optimizer) 

回饋音是助聽器使用者常見的困擾之一，除了讓使用者感到尷尬跟不適外，同時也

會影響到配戴滿意度，實務上，主要解決回饋音困擾的方式有兩種（撇除耳垢過多、耳

模不密合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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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透過選配軟體將助聽器的增益量調降；雖然此方法可有效的避免回饋音產

生，但因增益量下降同時也會讓可聽度隨之下降，進而影響到聆聽的清晰度。 

 

方式二：更換透氣度較低的耳塞；此方式雖然不會降低增益量而影響可聽度，但卻

會導致配戴舒適度變差，甚至影響聆聽自身講話的音質，而讓使用者配戴意願降低。 

 

為了保留使用者的聆聽清晰度跟舒適度，Otiocn研發了語音優化器 (OpenSound 

Optimizer) 的技術，透過每秒56000次的偵測，精確地分析判斷是否有回饋音產生，並迅

速的在回饋音產生之前就將其消除。相同的聲學參數設定下，語音優化器能多提供6 dB

的增益，相當於多了30%的語音線索，讓使用者能聽得清楚又舒適。 

 

● 個人特質精靈 (Youmatic) 

每個人對於聲音的感受跟喜好都會有所不同，但是，現行的選配流程當中，選配人

員僅須設定年紀、性別、聽力圖、配戴經驗再挑選選配公式，軟體就會將所有的參數設

定完成，然而此方式並未考慮到每個人對於聲音喜好是會有個體差異的，因此，選配人

員自然就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才可以調整至使用者喜歡的聲音。個人特質精靈則是將

個人對於聲音的喜好納入選配流程當中，藉由問卷的方式，讓使用者挑選出最喜歡的聲

音，使其再一開始配戴的時候，助聽器的音質就是使用者所喜歡的，自然就能夠大幅降

低選配人員微調跟使用者適應的時間，同時也能提升使用者的配戴滿意度。 

 

Oticon創始至今，秉持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專注於研發助聽器新技術，引領著中高

階的助聽器市場動向，不僅如此，更成立基金會推廣聽力保健與聽力照護，並致力於專

業研究和衛教推廣，其目的不只是希望給予使用者在聆聽上的需求，更是希望能有效提

升其生活品質，期許未來會有更創新的科技能帶領我們走向更完美的聆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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