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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目前本實驗室已建立之氣相層析分析系統，主要是針對血中吸入性全身麻醉劑濃度進行分析測定，對象包括臨床上常用的三種新型吸入性全身麻醉劑

( isoflurance、desflurance 及 sevoflurance)。在過去五年內，已透過此系統完成吸入性全身麻醉劑藥物動力學研究相關研究計劃，並依次將研究成果陸續

發表於國際性期刊。 研究的主要發現有五點：（一）在麻醉病人的動脈血吸入性麻醉劑與內頸靜脈球靜脈血的濃度所需達到平衡時間比理論所估計的時

間更長且約為兩倍；（二）以動脈血吸入性麻醉劑與肺動脈血吸入性麻醉劑濃度差作為估算體內攝取依據發現起始攝取從零開始然後漸趨穩定，體內攝

取從零開始的概念與過去的觀念認為起始體內攝取是大量的概念截然不同；（三）在麻醉維持過程中呈現幾近定量的攝取速率；（四）動脈血吸入性麻

醉劑與吐氣末吸入性麻醉劑濃度間存在約 30%的差異；（五）吸入性麻醉劑排除期吐氣末與動脈血吸入性麻醉劑在起始前五分鐘迅速下降，五分鐘後至

二十分鐘期間則呈現趨緩下降的現象。雖然在人體已大致完成吸入性麻醉劑攝取與排除的研究計劃，但由於人體之研究時臨床病人並不易完全配合，為

了更完整的探討吸入性麻醉劑藥物動力學，本實驗室建立動物模式，以進行吸入性全身麻醉藥物動力學觀察與研究。此兩年計劃分別探討 desflurance 與

isoflurance 等吸入性全身麻醉劑藥物動力學。實驗以固定的吸入濃度作為基礎，分析吐氣末血液於不同部位之吸入性全身麻醉劑濃度等參數變化與時間的

相關性。進行吸入性全身麻醉劑攝取與排除期之研究時間分別為各兩小時，在誘導麻醉氣切手術完成前則以靜脈藥物作為主要麻醉藥物，而後再以吸入

性全身麻醉藥物逐步取代靜脈藥物並分析吸入性全身麻醉劑的藥物動力學。動物實驗結果可以彌補過去已完成之人體研究資料之不足，透過動物實驗的

四小時(包括攝取與排除)更能完整的觀察新型吸入麻醉藥物進出身體的實際過程，更能作為人體在臨床麻醉操作過程中，作為判斷麻醉狀態的有效且重要

的應用參數。結果發現，吸入麻醉藥物在動物的攝取模式與人體大致相同，但在排除之兩小時排除的藥物動力學觀察顯示，藥物自氣道或不同血液部位

排除速率快慢因藥物本身的物理特性有不同。 在執行吸入性全身臨床麻醉過程，謹守定時定量供給並計算病人麻醉藥物維持原則的事十分重要的，此動

物研究結果雖類似過去人體藥物動力學的觀察，但更能以兩小時的排除過程，進一步說明為何病人在麻醉後兩小時，依然有麻醉術後相關的精神神經症

狀表現，將利於麻醉病人術中維持麻醉給予與麻醉後恢復之照顧，使日後吸入性麻醉臨床操作更具科學、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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