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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 

這項研究旨在評估二氧化碳圖儀，在客觀評估藥物誘導式睡眠內視鏡下的呼

吸路徑，所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闡明呼吸途徑、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度與

藥物誘導式睡眠內視鏡下呼吸道阻塞型態之間的相關性。 

總共收錄 95 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所有的病患都接受多項式睡眠檢查

和藥物誘導式睡眠內視鏡。呼吸途徑，包括口呼吸、口鼻呼吸、鼻呼吸皆使

用二氧化碳圖儀來監測。藥物誘導式睡眠是利用propofol來維持，睡眠深度

則是畢氏指數(BIS) 來監測。藥物誘導式睡眠內視鏡下呼吸道阻塞型態是利

用VOTE classification 來記錄。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口呼吸病患相較於口鼻呼吸或鼻呼吸病患，有較高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度、較低的氧飽和度與較高的身體質量指數（BMI）。

此外，口呼吸病患相較於口鼻呼吸或鼻呼吸病患，在藥物誘導式睡眠內視鏡

的評估下，有較嚴重的口咽側壁塌陷程度和舌根前後塌陷程度。因此，病患

在接受以propofol藥物為主的靜脈注射麻醉時，若發現呼吸途徑為口呼吸

時，應該更小心的監控以預防較差的氧飽和度和較嚴重的呼吸道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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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或貢獻 

這項研究旨在評估二氧化碳圖儀，在客觀評估藥物誘導式睡眠內視鏡下的呼

吸路徑，所扮演的角色。結果顯示，口呼吸病患相較於口鼻呼吸或鼻呼吸

病患，有較高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度、較差的氧飽和度以及較嚴重的口

咽側壁塌陷程度和舌根前後塌陷程度。因此，病患在接受propofol藥物為主

的靜脈注射麻醉時，若發現呼吸途徑為口呼吸時，應該更小心的監控以預

防進一步的呼吸道塌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