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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abapentin 和 Vigabatrin 是用於治療人體癲癇症的新型藥物，早

期的分析以 GC 和 HPLC 為主，大多應用於市售藥物的監測及人體血

液中含量的分析。近幾年來，開發新的分析方法為首要發展的趨勢，

以毛細管電泳搭配不同種類的偵測器進行分析。此技術的優點，可得

到良好的分離效果且使用的樣品注射量少，所以本實驗利用毛細管電

泳搭配氣冷式氬離子雷射激發螢光偵測系統，以 4-Fluoro-7-nitro-2,1,3 

-benzoxadiazole(NBD-F) 與不具螢光性質的 Gabapentin 和 Vigabatrin

於 70℃下管柱前衍生 50 秒，在水溶液中的線性範圍為 10-7~10-5 M，

而線性相關係數 ( r )為 0.99 以上，最低偵測極限 (LOD)分別為 

3.46×10-8 M 和 2.37×10-8 M。 

    將此分析方法成功地應用於尿液樣品，尿液樣品的前處理是加入

醋酸銅溶液，去除尿液中氨基酸的干擾，Gabapentin 和 Vigabatrin 在

尿液樣品中的線性範圍分別為 4.00×10-7 ~ 1.50×10-4 M 及 4.00×10-6  

~2.50×10-4 M，而分析方法之精密度(R.S.D.)與準確性(R.M.E.)分別小

於 9.82﹪及 3.47﹪，尿液樣品之回收率則在 7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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