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年來，藥物（包括管制藥品）在環境的殘留是一逐漸被重視的議題。有些

具活性之管制藥品或其代謝物可能無法被汙水處理廠降解，轉而進入環境中。這

些藥物的殘留可能對環境或生態系統造成影響。 

本研究開發圓盤型吸附劑快速萃取大體積水樣，利用極致液相層析搭配三段

四極棒串聯式質譜儀、配合同位素稀釋技術精確定量環境水體中五種鴉片類與代

謝物、五種安非他命類、三種氟硝西泮和代謝物以及五種古柯和代謝物等共 18

種化合物之檢驗方法。在經過前處理後，利用極致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只需

7.5 分鐘即分離 18 種待測藥物並完成管柱再平衡，大幅縮短檢測所需時間並改善

靈敏度。 

本研究評估了電灑游離及大氣壓光游離法對於河水中待測藥物之基質效

應，發現大氣壓光游離法的離子抑制較嚴重，尤其對於嗎啡尿苷酸

(morphine-3β-D-glucuronide) 及芽子鹼甲酯 (ecgonine methyl ester) 影響最大，因

此選擇電灑游離為分析生活汙水樣本之游離源。本研究量測待測藥物於台北市生

活汙水廠之進流水及放流水之殘留量，瞭解化合物本體、代謝物之移除情形，並

配合生活污水處理量和流域人口數的資訊推估台北市管制藥品之使用量。 

以電灑游離作為游離源時，待測物在河水、進流水及放流水中之定量極限分

別為 0.054-8.76 ng/L、0.14-23.8 ng/L 及 0.22-15.2 ng/L。在廢水分析方面，約有

一半的代謝物在進流水及放流水中皆可測得，包含可待因、甲基安非他命、搖頭

丸、3,4-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古柯鹼及其代謝物芽子鹼甲酯，顯示汙水處理廠



未能完全去除這些管制藥物。在評估汙水廠服務範圍之管制藥品使用情形，發現

兩水廠每天分別處理 2-52 克及 5-226 克的多種管制藥品 (包含海洛因、安非他

命、甲基安非他命、搖頭丸及古柯鹼)；劑量分析方面，則以甲基安非他命使用

劑量最高，估計 15-64 歲的族群每千人每日使用 2 個劑量(一劑以 100 mg 計算)。 

關鍵字：管制藥物、極致液相層析/串聯式質譜儀、固相萃取、廢水處理、

生活汙水、電灑游離、大氣壓光游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