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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心房顫動及心臟衰竭是兩種非常常見的心血管疾病，許多臨床及動物實驗皆顯示心臟衰竭會導致心房擴大、心房纖維化、及

心房凋零，這些心房結構的變化導致心房顫動的產生。此外，心房的再塑作用可能是導致心房顫動引發及持續的原因，這包

括細胞性、結構性及電氣性再塑。然而心臟衰竭後整個心房的電量圖改變則仍未有報導。另外，心肌細胞間隙連結(包含連結

素 40 及 43)的分佈、大小、及數量會影響心房的電氣傳導，以前的研究也顯示間隙連結再塑作用在心房的再塑作用及心房顫

動的引發及持續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然而心臟衰竭引起心房的間隙連結再塑作用仍是未明。 非接觸三度立體空間影像定位

系統已經被用來改進快速性心率不整的定位及電燒，特別是一些複雜性的心房快速性心率不整，它可以提供心房整體的電量

分佈來定義低電量區。這種電量分佈的評估已被發展用來區別慢速傳導地帶及結疤組織。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則是將評估快速

電刺激引起的心臟衰竭後心房整體電量圖及間隙連結分佈的變化。在第一年的研究中，我們已成功建立犬心臟衰竭的模式及

如何利用非接觸三度立體空間影像定位系統來研究蘭根道夫(Langendorff)心臟，以及熟悉犬心臟衰竭後病理組織切片的製作

及分析。在第二年的研究中，我們將利用 20 隻正常狗(未接受快速電刺激)及 20 隻實驗狗(接受快速電刺激引起心臟衰竭)，他

們將接受(1) 心電生理學檢查來評估心房顫動引發的能力及心房電氣再塑作用(2) 非接觸三度立體空間影像定位系統來定位

蘭根道夫(Langendorff)心臟低電量區以評估心房受質的改變及結構再塑作用(3) 免疫細胞生化研究來評估連結素的分佈以顯

示間隙連結再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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