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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內容 

本研究的目的是運用下頷部超音波(SMUS)的參數來區分困難和簡單呼吸道

處理。實驗從 2018 年 3 月進行至同年 12 月，一共收案 41 名接受常規手術

需要在全身麻醉下進行氣管插管的成年患者。我們使用下頷部超音波來測量

正中矢狀面的舌根厚度(TBT)和橫向維度上兩側舌動脈之間的距離(DLA)。

主要結果是診斷困難喉頭鏡檢查 (DL)，次要結果是診斷困難面罩通氣

(DMV)。 

接受者操作特徵曲線(ROC curve)分析和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顯示困

難喉頭鏡檢查和下頷部超音波測量之間沒有相關性。儘管如此，困難面罩通

氣的患者 TBT顯著較厚（p = 0.009) 和更寬的 DLA ( p  = 0.010)。調整干擾

因素後，較厚的 TBT( > 69.6 mm)是困難面罩通氣唯一的獨立預測因素。 

結果表明，SMUS 對預測困難面罩通氣有效，但對於預測困難喉頭鏡檢查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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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在 

學術上之重要 

發現或貢獻 

困難呼吸道處理是臨床上十分危險的狀況，有相當高的死亡或併發症比例，

一直是麻醉科醫師的夢靨。超音波是沒有輻射、非侵入性的床邊診斷工具，

可以提供即時的解剖構造影像。 

本實驗結果發現從下頷部超音波所測量的舌根厚度(TBT)參數可用來診斷困

難面罩通氣。這樣可以在病人接受手術麻醉之前，就先篩選出高風險族群，

麻醉科團隊就可以先針對高風險個案作完善的麻醉計畫和預先準備進階呼吸

道處置的相關儀器設備，有效降低困難呼吸道處理的相關併發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