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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心房纖維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AF)是最

常見的心律不整疾患，亦是導致缺血性腦中

風及全身性栓塞的主要危險因子。在台灣和

全球隨著社會的高齡化、肥胖的趨勢、心血

管疾病治療的進步及診斷率的增加，AF的發

生率和盛行率明顯上升1, 2。其中，AF將增加

2.4-5倍缺血性腦中風風險，並且多數造成嚴重

腦中風而留下明顯殘疾，因此AF病人腦中風

的預防至為重要1-3。適當的使用口服抗凝血劑

(oral anticoagulant, OAC)不僅可以有效初級預

防(primary prevention) AF病人發生腦中風或全

身性栓塞，亦可明顯降低再次腦中風(secondary 

prevention)的比例。2011年台灣衛生福利部核

准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凝血劑(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 NOAC)用於預

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病人發生腦中風與全身性栓

塞。因證實其療效與安全性，目前NOAC已成

為AF病人預防腦中風的首選抗凝血劑。然而，

關於如何在特定的臨床情況下最佳地使用這些

藥物，仍然存在許多未解答的問題。

2012年、2016年和2019年台灣腦中風學會

治療指引的建議已相繼更新。為指導臨床醫師

並提供新的證據，今年台灣腦中風學會治療指

引共識小組經過系統性審核和深入討論後更新

了治療指引。本治療指引是根據台灣和亞洲族

群的數據以及參考歐洲心律學會、美國心臟醫

學會、美國心臟病學學院和亞太心律學會的最

新建議。

1.	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
凝血劑使用的條件與時機

1.1	口服抗凝血劑使用時機的評估

口服抗凝血劑的使用必須經過整體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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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給予，包含腦中風風險評估(年發生腦中風率

的高低)，是否將可控制的危險因子(modifiable 

risk factors)如抽菸、喝酒、肥胖/不運動、高血

壓、糖尿病等控制良好，AF的負荷量(陣發性

或持續性，已知AF或是腦中風後發現AF等)，

及病人出血風險的考慮等等，並需與病患或家

屬充分溝通教育，以醫病共享決策的模式來進

行，以確保良好的醫囑順應性(adherence)1。

關於腦中風及全身性栓塞事件的預防，

臨床上各大醫學會治療指引建議以CHA2DS2-

VASc score作為風險評估的重要依據，以HAS-

BLED score作為出血風險的考量。在2019美國

AHA/ACC/HRS及台灣腦中風學會的治療指引

中4，男性2分/女性3分以上視為高風險族群，

建議必須使用OAC來預防腦中風的發生，尤

其優先建議使用NOAC。但是考量亞洲族群

的AF盛行率及腦中風發生率明顯較非亞洲族

群高，及根據台灣健保資料庫做的全國性世

代研究發現3, 5，即使是中度風險(intermediate 

risk) (意即AF加上任一個危險因子)，CHA2DS2-

VASc score男性≥1分或女性≥2分，HAS-BLED 

score≥3 (相對較高出血風險)的AF病人，盡早處

方NOAC來預防腦中風仍有明顯的好處。2022

年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JACC: Asia)亞洲版發表的實證聲明即建議亞洲

族群的AF病人只要CHA2DS2-VASc score男性≥1

分或女性≥2分都必須使用OAC來預防腦中風3。

1.2	瓣膜性與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
動新證據的再說明

所謂的NVAF，乃是各個NOAC在第三期

臨床試驗時列出的納入排除條件。但實際上在

各研究族群中仍有20%不等程度的瓣膜性心臟

病或是生物瓣膜置換手術後的AF病人加入試

驗。且在次族群分析中NOAC仍保有其療效與

安全性，所以在2018年以後的各個AF治療指引

都不再使用non-valvular這個字眼，這個觀點已

在2019年台灣腦中風學會的更新指引中做過論

述。

而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則是專指中度至

重度二尖瓣狹窄 (大部分是風濕性心臟病所

致 )及機械瓣膜置換術後的AF病人，目前仍

維持建議不要使用NOAC，而是需長期使用

warfarin並保持適當的INR以有效預防血管栓

塞。其中，機械瓣膜置換後的病人建議使用

warfarin而非NOAC來預防腦中風。除了先前

的RE-ALIGN trial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Oral Dabigatran Etexilate in Patients After Heart 

Valve Replacement)作為佐證之外，剛發表不

久，提早喊停的PROACT Xa臨床試驗6-8 也發現

On-X雙葉式機械式主動脈瓣膜置換後的病人

使用apixaban組的年發生栓塞事件率為4.2%，

warfarin組則為1.3%，apixaban無法有效預防之

外，甚至增加了約3倍的風險。

而關於風濕性心臟病所引起的二尖瓣

狹窄病人是否可以使用N O A C的部分，在

2020年曾進行了一個名為INVICTUS program 

(Investigation of Rheumatic AF Treatment Using 

Vitamin K Antagonists, Rivaroxaban or Aspirin 

Studies)的跨國性登錄研究計畫9，收納4,565

位因風濕性心臟病相關AF病人合併CHA2DS2-

VASc score ≥2，二尖瓣狹窄面積 ≤2 cm2，或

有左心房自發性超音波影像(spontaneous echo 

contrast)或左心房血栓的病人，比較rivaroxaban

與warfarin的療效。於2022年9月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發表。結果發現

rivaroxaban組有較多的心血管事件及死亡，出

血比率則差不多，所以仍維持建議風濕性心臟

病併有AF及中度以上二尖瓣狹窄的病人使用

vitamin K antagonist (VKA)來預防栓塞事件6-10。

若是使用生物瓣膜置換手術後的AF病人，

除了部分已包含在各個大型三期試驗研究之

外，兩個小型研究包括rivaroxaban (Rivaroxaban 

for Valvular Heart Disease and Atrial Fibrillation 

(RIVER) trial，n=1005)11 及edoxaban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doxaban in Patients After Heart 

Valve Repair or Bioprosthetic vaLve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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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VLE) trial，n=220)12 皆顯示療效及安全

性不亞於VKA，所以在術後8-12週開始使用

NOAC是可行的2。至於經導管主動脈瓣膜植入

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 (TAVI)併

有AF的病人或是肥厚性心肌病變併有AF的病

人，在小型的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或觀

察性研究中，NOAC療效皆不亞於VKA。但是

NOAC不適合用於懷孕婦女，亦不適用於18歲

以下的病人。另外若AF病人合併抗磷脂質症候

群，建議使用warfarin而非NOAC2, 13。

建議：

(1) 對於CHA2DS2-VASc score男性 ≥2分或是女

性 ≥3分的AF病人，建議使用口服抗凝血劑

包括：warfarin、dabigatran、rivaroxaban、

apixaban、edoxaban。建議優先使用NOAC: 

dabigat ran、 r ivaroxaban、apixaban、

edoxaban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A)。

(2) 對於CHA2DS2-VASc score男性 ≥1分或是女

性 ≥2分的AF病人，建議使用口服抗凝血劑

包括：warfarin、dabigatran、rivaroxaban、

apixaban、edoxaban來預防腦中風，建議

優先使用NOAC: dabigatran、rivaroxaban、

apixaban、edoxaban (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NR)。

(3) 除了中重度二尖瓣狹窄及機械瓣膜置換術

後的病人之外，AF病人不論是否有輕度瓣

膜型心臟病，肥厚型心肌病變，或是生物

瓣膜置換術後3個月， 建議優先使用NOAC: 

dabigat ran、 r ivaroxaban、apixaban、

edoxaban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 。

(4) 機械瓣膜置換的病人建議使用w ar fa r i n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A)。

(5) 風濕性心臟病導致之中度以上二尖瓣狹窄

的AF病人建議使用warfarin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R)。

(6) 建議使用CHA2DS2-VASc score作為AF腦中

風風險評估的指標(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建議定期(3個月至1年)重新評估AF

病人腦中風與出血風險，以重新檢視口

服抗凝血劑之必要與選擇(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C)。

(7) 高出血風險(如HAS-BLED score ≥3)並不是

單一不開藥或不服用OAC的理由，醫師需

檢視並加強控制正接受抗凝血劑治療的AF

病人可改變的出血風險因子，並處方適宜

的OAC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R)。

(8) 在使用NOAC前應先評估病人的肝腎功能，

之後建議至少每年檢驗肝腎功能一次(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NR)。

(9) 懷孕婦女及AF病人合併抗磷脂質症候群， 

建議使用warfarin而非NOAC (Class III, Level 

of Evidence C)。

2.	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
凝血劑使用的適宜劑量與
劑量錯誤，錯漏的處理

根據四個NOAC的臨床試驗納入及排除條

件，用於AF病人腦中風預防的標準劑量及建議

的減低劑量情況列如表1。

2.1	不適宜的NOAC劑量明顯增加
腦中風的風險及死亡

早期利用美國大型資料庫分析2 0 1 0至

2015年間14,865位AF病人使用dabigatran/

rivaroxaban/apixaban的研究中發現14，使用

apixaban的AF病人中，約有28%是使用非建議

的低劑量(off-label low dose)，導致腦中風風

險明顯升高(hazard ratio, HR: 4.87)；另外於此

分析中，1,473位病人應該依照腎功能不全減

低藥物劑量，但其中卻有43%的病人未減劑量

導致NOAC過量，而增加嚴重出血的比例(HR: 

2.19)。而在2019年台北榮總團隊針對院內使

用rivaroxaban的AF病人進行之研究分析也發

現，不適當的低劑量會增加缺血性腦中風的

風險(HR: 2.75)，但並沒有降低出血風險15。同

樣的情況也在2020年發表的台灣健保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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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到16。在該研究中約有27%的病人使用off-

label low dose, 5%是劑量過高。結果發現使用

不適當的低劑量的病人，腦中風風險明顯增加

(HR: 1.59)，其中又以rivaroxaban (HR: 2.0)及

apixaban (HR: 1.76)更為明顯；而過高的劑量則

會明顯增加嚴重出血的比例。

根據GARFIELD-AF (Global Anticoagulant 

Registry in the FIELD-AF) (2020 JACC)的分析

17，約23.2%的病人是劑量不夠，3.8%是劑量過

高。其中亞洲人，女性，年紀大於65歲是比較

會被開立低劑量的族群。這些接受不適宜劑量

的病人在追蹤兩年過程中，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明顯高於接受建議劑量的患者(HR: 1.24)。而

在腦中風風險及嚴重出血方面，沒有明顯的差

異，但過高劑量病人腦中風及出血的比例有增

加的趨勢。馬偕醫院團隊蒐集2012年至2016年

間AF腦中風病人預後的研究中亦發現18，約有

27.3%的AF病人在腦中風後仍被處方不適當的

低劑量，導致再度腦中風的風險明顯增加(HR: 

5.7)。另一個蒐集2008到2020年間106篇研究的

統合分析中發現19，不適當的劑量雖然沒有明

顯增加腦中風的風險，但是明顯增加任何原因

的死亡。其中低劑量的病人出血的比例並沒有

比較少，高劑量的病人則是明顯增加嚴重出血

的機會。而年紀較大、高血壓、心衰竭及曾有

小出血病史或CrCl較低的病人，比較會被開立

不適當的低劑量。

總而言之，不適當的高劑量明顯增加出血

的比例，不適當的低劑量則會增加死亡率及再

度腦中風的比例，但不一定減少出血。所以建

議除了要加強病人的教育及服藥順從性之外， 

醫師在開立NOAC時應該要依循原本的標準建

議劑量或是符合條件的低劑量，並時時觀察相

關的風險。

2.2	未在四大臨床試驗條件中的灰
色地帶如何處方

由於亞洲族群有明顯較高的腦中風風險(包

含缺血性腦中風及顱內出血)及較高比例(32~ 

38%)的不適當處方(可能基於臨床醫師害怕出血

表1　AF病人腦中風預防的標準劑量及建議的減低劑量情況

標準劑量 須減量的情況

Dabigatran 150 mg bid /110 mg bid CrCl 30-49 ml/min: 110 mg bid
腸胃道出血: 110 mg bid
年齡 >75歲: 110 mg bid
CrCl <30 ml/min: 不可使用

Rivaroxaban 20(15) mg qd CrCl: 15-49 ml/min: 10-15 mg qd
CrCl 15-30 ml/min: 10 mg qd，建議小心使用
CrCl <15 ml/min: 不可使用

Apixaban 5 mg bid CrCl: 15-29 ml/min: 2.5 mg bid
或以下符合任兩種情況: 
1. 年紀 ≥ 80歲
2. 體重 ≤ 60 kg
3. Cr ≥ 1.5 mg/dL
CrCl <15 ml/min: 不可使用

Edoxaban 60 mg qd CrCl: 15-49 ml/min: 30 mg qd 若有以下任一種情況:
1. 體重 ≤ 60 kg
2. CrCl 15–49 ml/min
3. 合併使用P-gp inhibitor
CrCl <15 ml/min: 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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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由JACC: Asia集合亞洲各國專家(包含

日本，南韓，台灣，泰國，香港)針對一些所謂

的灰色地帶的情境(不完全符合臨床試驗條件，

如年紀大於80歲，體重小於45 kg及腎功能較差

等)做了一些討論和建議20。原則上如果病人符

合臨床試驗的收納條件，建議臨床醫師遵循標

準或建議的低劑量來開立NOAC，不要過高或

過低；但是如果病人情況複雜，多重共病，虛

弱老人或有較高出血風險者(灰色地帶)，則需

充分溝通，小心處方。如果病人狀況改善(如腎

功能進步，出血風險減少)，原需減量的情況已

經消除，則建議改回標準劑量。對於灰色地帶

病人正確劑量的選擇還需進一步的研究，而藥

物濃度的監測或許也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2.3	藥物錯漏之處理，整理如下2

(1) 忘了服藥如何補救？如果病人服用的是一

天早晚兩次的劑型，可以在6小時內補服用

(比如早上8點忘了，可以最遲在下午兩點前

補)；如果是一天一次的劑型，可以在12小

時內補服用。如果時間已經超過就跳過，

等預計的下次時間再服用。

(2) 如果重複服用(double dose)，一天兩次的

藥，就跳過一次，然後24小時後再服用(早

上9點一次服用了兩顆藥，下次就是隔天再

服用)；一天一次的藥服用了兩顆的話，隔

天還是照常服用。

(3) 不確定有沒有服藥？如果是一天兩次的藥

就等下次預計的時間(早上似乎忘了服用，

則晚上再服用)；如果是一天一次的藥物，

病人是高風險腦中風族群(CHA2DS2-VASc 

score ≥3)，6-8小時後最好補服用(每天早上

9點服藥，不確定服藥了沒，下午4-5點補一

顆)；如果是CHA2DS2-VASc score ≤2就等隔

天再服用。

3.	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
凝血劑血中濃度測量的時
機、方法與限制

NOAC的研發一開始是取其藥物動力學穩

定，鮮少與藥物和食物交互作用，且以固定劑

量 (或依照條件減劑量)使用，不須特別監測調

整就能維持相當的抗凝血效果為其特色與優點

21-25，然而在實際應用後還是會遇到有可能需要

知道藥物濃度的高低、適當與否以決定下個步

驟的特殊情況。

關於NOAC濃度檢測的方法26，2019年版

的腦中風學會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凝血劑

用於心房纖維顫動治療指引中已有描述，這裡

主要針對需要監測的時機及臨床應用做討論。

簡單來說，目前可以使用特殊的血凝度測量儀

(coagulometers)來直接測量NOAC藥物的濃度

(一般約需30分鐘)，而一般NOAC在服藥後2-3

小時左右會達到藥物最高濃度(peak level)。傳

統常規的凝血測驗(PT/aPTT)敏感度不一，不適

合作為評估NOAC抗凝血效果的依據。Diluted 

thrombin time (dTT)和ecarin clotting time (ECT)

倒是可以做為評估dabigatran 濃度的方式，但較

費時，不符緊急需求。另外也可以直接測量第

10凝血因子活性(Factor Xa activity)的方法可供

參考。(可參閱本期藥師專文)

目前為止尚無研究認為常規的去測量這

些NOAC藥物濃度並依照預期來調整藥物劑量

會對臨床有什麼好處，所以並不建議常規測量

2。只有在以下一些特殊情況下測量藥物濃度或

許是影響臨床決策的重要時機。一是在緊急狀

況時: 如病人出現嚴重出血，需要進行緊急手

術或侵入性治療或是懷疑藥物過量，以及在服

用NOAC期間發生腦中風等；另外也可能是在

長期使用後遇到的情況：如多重藥物的交互作

用，體重極度過重或過輕，或是嚴重的肝腎功

能不全等等。

3.1	NOAC藥物濃度測量的價值25

(1) 作為藥物研發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在

NOAC第一，第二期試驗期間，測量藥物濃

度，了解其藥物動力學及對凝血功能的影

響，有助於研發出適合的藥物劑量，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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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三期臨床試驗，從而確認這些固定劑

量的NOAC的確有足以與VKA媲美的療效

及安全性。

(2) NOAC的藥物動力學參數與臨床預後相關: 

病人本身的特質與藥物劑量的選擇的確會

影響NOAC藥物動力學的參數，濃度過高

的確增加出血的風險，太低則可能會腦中

風，但是在所有的NOAC臨床試驗中，並沒

有所謂的療效範圍(therapeutic range)被建立

出來。一方面是抽血的時間就只是那個時

間點，並不能代表所有的時間，一方面也

是因為濃度範圍相當廣，且與臨床結果不

一定是線性相關。

(3) 病人的特質各有不同，不一定都需要監測

藥物濃度：

a. 完全符合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收案條件及

使用建議劑量，臨床穩定，且無特殊副

作用產生的病人，不需監測藥物濃度。

b. 病人有特殊狀況可能影響藥物動力學

時，可以考慮監測藥物濃度：如腎功

能異常，多重藥物交互作用(CYP3A4, 

P-gp，後文皆有詳述)，高齡及虛弱老

人，極端體重(尤其是體重過輕者)等，要

特別注意較高的出血/梗塞風險，不一定

要測量濃度，但或可考慮轉換不同藥物

或減劑量。

(4) 緊急特殊狀況，需要測量濃度來釐清殘餘

藥物濃度以利後續處置。如遇到藥物使用

過量，昏迷的病人需要緊急手術或是腎功

能很差又要進行緊急介入治療時，可考慮

測量藥物濃度。值得注意的是，藥物殘餘

濃度其實不與術中出血的程度呈正相關27，

所以如果是預定的手術，可以依照建議停

藥的時間(後文詳述)後進行，無須常規測量

藥物濃度。

(5) 使用NOAC又腦中風的病人，測量藥物濃度

一方面可助於是否進行急性血栓溶解劑治

療的決策考量，一方面可以做為預測腦中

風預後的參考。在近期台大醫院團隊發表

的研究中顯示28，已經使用NOAC又急性缺

血性腦中風的病人，如果當下測出的藥物

濃度偏低， 通常合併腦中風嚴重度較高，

且三個月預後明顯較差。

3.2	藥物濃度測量的限制與臨床考量

首先是大部分的病人並不需要監測藥物

濃度；二則因為NOAC的半衰期很短，有時候

很難抽到正確的時間點來確認是否在maxium 

concentration (Cmax)，三則是測量的方法不

一，四是即使測到濃度不對，是否要調整劑

量，如何調整或是換藥，目前仍沒有研究提供

適當的方法，也無法證實這樣做一定更安全有

效；最後是藥物濃度範圍太大，即使病人臨床

上是穩定的不同時間點測到的可能有時候太低

或太高。 

3.3	結論

NOAC不比VKA需要一直測量治療濃度來

調整劑量，遵循原臨床試驗的條件來處方標準

劑量或是有條件的低劑量(on-label low dose)仍

是安全有效的方式。遇到病人的多種特殊情況

或是緊急時，藥物濃度的測量或許可以提供臨

床決策的方向。

4.	心房纖維顫動病人腦中風
的次級預防

4.1	抗凝血劑的建議

大約1 3 - 2 6 %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是與

NVAF相關29，而OAC在預防心因性腦中風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當考慮使用OAC來預防缺血性

腦中風時，應與病人討論可能的益處與潛在的

出血風險。

過去曾經腦中風或暫時性腦缺血(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是腦中風再發的強烈預測

因子，其風險增加2.2至2.5倍30。當使用OAC

在過去曾經腦中風或TIA的病人時，應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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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病人發生腦出血的風險會比沒有腦中風或

TIA病史的病人高。之前四個NOAC的關鍵隨

機對照試驗中31-34，包含了不同數量的有腦中

風/TIA病史的AF病人，針對這個族群做了次

群組分析顯示，NOAC在有和沒有腦中風/TIA

病史的病人之間的療效和安全性相似，這代

表病人即使有腦中風/TIA病史，也能安全使用

NOAC。

在一個2017年的統合分析研究中納入了

20,500位有腦中風/TIA病史的AF病人35，結果

顯示與warfarin相比，NOAC可以顯著降低腦

中風/全身性栓塞[relative risk reduction (RRR): 

13.7%, absolute risk reduction (ARR): 0.78%, 

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 127]、出血性腦中

風(RRR: 50.0%, ARR: 0.63%, NNT: 157)、任何

腦中風(RRR: 13.1%, ARR: 0.7%, NNT: 142)、和

顱內出血(RRR: 46.1%, ARR: 0.88%, NNT: 113) 

的風險。

在一個南韓2019年發表的以全國人口為基

礎的研究36，納入了61,568位有腦中風病史的亞

洲AF病人，結果顯示與warfarin相比，NOAC組

有較低的腦中風復發率(HR: 0.67; 95% CI: 0.62–

0.72)、較少大出血(HR: 0.73; 95% CI: 0.66–0.80) 

及複合臨床結果(腦中風復發加上大出血) (HR: 

0.69; 95% CI: 0.65–0.73) 和較低的全因死亡風

險(HR: 0.84; 95% CI: 0.80–0.89)相關。因此，

在AF相關腦中風的次級預防上，NOAC是優於

warfarin的選擇。

4.2	心房纖維顫動病人接受OAC治
療期間出現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之處置

在服用NOAC的AF病人中，缺血性腦中

風的發生率約為每年1-2%37。根據之前的觀察

性研究38，服用OAC而再發生腦中風的病人當

中，超過一半的病人有用藥錯誤的情形(用藥

錯誤是指沒規則服藥、未依照仿單建議的藥物

劑量、以及藥物交互作用降低抗凝血功效等情

況)。儘管病人服藥的遵從性良好，仍可能會

發生腦中風，但是與未服用OAC的AF腦中風

病人相比，在腦中風發生前有服用NOAC的病

人，發生嚴重腦中風的可能性較低(odds ratio, 

OR: 0.48; 95% CI: 0.27–0.86)39。另一篇德國的

世代研究40，探討NOAC血中藥物濃度高低對

於腦中風嚴重程度、大血管阻塞的發生和預

後的影響。血中藥物濃度分為低(<50 ng/ml)、

中(50–100 ng/ml)、高(>100 ng/ml)。結果顯示

低的血中藥物濃度會和比較高的入院美國國

家衛生研究院腦中風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分數相關(低: median 

NIHSS = 8；中: median NIHSS = 4；高: median 

NIHSS = 3；p < 0.001)，而且低的血中藥物濃

度是大血管阻塞的獨立預測因子(OR: 3.84; 95% 

CI: 1.80–8.20；p = 0.001)。因此，服用NOAC的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其嚴重程度和大血管

阻塞的發生與入院時的血中藥物濃度是有相關

的。

目前沒有關於服用NOAC的AF病人發生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急性治療的隨機對照試

驗。根據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治療指引和仿單

標示(official labeling)，靜脈注射血栓溶解劑

r t -PA被核准使用在腦中風症狀發生4.5小時

內的病人，但是在使用OAC且作用完全(full 

anticoagulation) 的病人上是禁忌的41, 42。主要

考慮NOAC的血中濃度半衰期約在12-17小時

不等，而根據仿單，靜脈血栓溶解劑rt-PA不

能用在24小時內有服用NOAC的病人身上，而

且NOAC的半衰期在腎功能不佳的病人、老年

人、或其他情況甚至更為延長。因此，目前的

腦中風治療指引建議41, 43，服用NOAC的病人發

生急性缺血性腦中風，若是前一次服用NOAC

的時間在48小時內則不應進行靜脈血栓溶解劑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IVT)的治療。然而這

樣的建議是基於NOAC可能會增加顱內出血風

險的假設，但是缺乏支持或反駁此假設的研究

證據。

在一個2023年瑞士發表的回溯性世代研

究44，包括了64間在歐洲、亞洲、澳洲和紐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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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的醫院，目的是要比較近期服用NOAC的病

人 (前次服用時間在接受IVT前48小時內)與先

前未服用OAC的病人，接受IVT後症狀性顱內

出血(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sICH)

的風險。除此之外，此研究也探討近期服用

NOAC病人接受IVT的不同選擇策略的相對安

全性(選擇策略有NOAC血中藥物濃度檢測、

使用NOAC反轉劑，和以上兩者皆否)。主要

指標是接受IVT後36小時內發生sICH的比例(定

義為NIHSS惡化至少4分，並歸因於影像上明

顯的顱內出血)，並且根據不同的選擇策略來

比較結果。此研究納入了33,207位病人，其中

有832位近期服用NOAC的病人，和32,375位先

前沒有服用OAC的病人。在近期服用NOAC的

病人中，30.3%的病人使用NOAC反轉劑(皆為

idarucizumab)，27.0%的病人有檢測NOAC血中

藥物濃度，42.7%的病人則是沒有檢測NOAC血

中藥物濃度也沒有使用NOAC反轉劑。結果顯

示近期服用NOAC的病人sICH的unadjusted rate: 

2.5%; 95% CI: 1.6-3.8，而未服用OAC的病人

sICH的unadjusted rate: 4.1%; 95% CI: 3.9-4.4。

近期服用NOAC與未服用OAC的病人相比較，

接受IVT後發生sICH的可能性較低adjusted OR: 

0.57; 95% CI: 0.36-0.92。這樣的結果在不同的

選擇策略也是一致的(有檢測NOAC血中藥物

濃度的sICH, unadjusted rate: 3.1%; 95% CI: 1.3-

6.3、使用NOAC反轉劑的sICH, unadjusted rate: 

1.2%; 95% CI: 0.2-3.4、沒有檢測藥物濃度也

沒有使用反轉劑的sICH, unadjusted rate: 3.1%; 

95% CI: 1.6-5.5)。因此在這個研究中，沒有足

夠的證據顯示近期服用NOAC而急性缺血性腦

中風的病人，使用靜脈血栓溶解劑會有更多的

傷害。

D a b i g a t r a n 有 專 屬 的 快 速 反 轉 劑

idarucizumab。根據紐西蘭的觀察性世代研究

45 結果顯示，使用dabigatran的急性缺血性腦

中風病人，在接受idarucizumab反轉之後施打

IVT的sICH發生率為3.9%，而其他施打IVT

的病人的sICH發生率為3.8% ( p = 0.97)。根據

德國和義大利的病例系列報告顯示46, 47，使用

dabigatran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在接受

idarucizumab反轉之後，施打IVT似乎是可實行

且安全的。而台灣的病例報告顯示48，10位使

用dabigatran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在接受

idarucizumab反轉後進行IVT，有3位病人出現

腦出血(2位無症狀，1位有sICH)。因此專家建

議，使用dabigatran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

可考慮在接受idarucizumab反轉且評估凝血功能

之後，再施打IVT。對於服用第十因子抑制劑

(rivaroxaban、apixaban、edoxaban)的病人，目

前尚不清楚給予反轉劑andexanet alfa並隨後進

行IVT治療是否安全有效49。

根據病例系列報告指出50，在血中NOAC藥

物濃度較低的病人，施打IVT可能是安全的，

但是可靠又快速的NOAC血中藥物濃度檢測方

法尚未普及51-53。然而，當有快速可靠的NOAC

藥物濃度檢測方法，且血中藥物濃度<30 ng/ml 

(此濃度參考值是根據專家建議訂定，是指在服

藥超過4小時後檢測rivaroxaban、apixaban、或

edoxaban的血中藥物濃度)，在挑選過的急性缺

血性腦中風病人，可以考慮進行IVT治療2。目

前這個策略的效果及安全性還需要更進一步的

臨床試驗。若是NOAC的使用狀況無法確認 (例

如失語症的病人、無法確認前次服用NOAC的

時間、缺乏快速又可靠的NOAC檢測方法等)，

則不建議進行IVT治療2。正常的aPTT和INR結

果不能排除相關的NOAC藥物濃度42。

如果大血管阻塞病人因使用OAC而不適

合接受IVT治療，可考慮進行動脈內取栓術

(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歐洲腦中風

組織(European Stroke Organization, ESO)的共識

聲明42 建議服用NOAC或warfarin的急性大血管

阻塞的腦中風病人可考慮進行EVT。目前EVT

試驗研究的結果是否適用於使用OAC的病人仍

有待確定，因為這些試驗排除了或僅包含少數

使用NOAC或warfarin的病人。現有研究數據顯

示54, 55，對於挑選過的服用OAC的病人，EVT可

能是安全的，而且EVT對於使用NOAC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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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比使用warfarin的更為安全，但必須考慮殘

留的NOAC藥物濃度對於再灌注相關出血風險

的潛在影響。之前的統合分析研究56 納入了15

個觀察性世代研究的數據，結果顯示接受EVT

治療的warfarin病人sICH的發生率增加(adjusted 

OR: 1.62; 95% CI: 1.22-2.17)，但是NOAC病

人則沒有增加(adjusted OR: 1.03; 95% CI: 0.60-

1.80)。  

圖1是修改自2021年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EHRA)指引2 的使用NOAC之AF病

人發生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處置流程。

4.3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後使用抗凝
血劑的時機	

在AF相關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早期復發

缺血性腦中風和梗塞後出血的風險在腦中風後

的數天內最高29。如果沒有使用OAC，AF相關

的缺血性腦中風後14天內的早期復發風險約為

每天0.5%~1.3%57。然而，這必須與梗塞後出血

的風險來共同衡量。腦中風引起的血腦障壁破

壞會增加梗塞後出血的風險，在腦中風後第一

週，梗塞後出血的風險大約為每天0.4%，並且

可能會因為早期使用抗凝血藥物而增加58。因

此，開始使用OAC的時機必須考量缺血性腦中

風的復發風險與梗塞後出血的風險。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後何時開始使用NOAC

的最佳時間點尚不確定，因為之前四個NOAC

的關鍵大規模研究排除了近期腦中風(7-30天內)

的病人21-24。由於證據稀少，目前的國際治療

指引主要是基於專家共識意見、觀察性研究、

以及前瞻性世代研究的病患資料分析來提出建

議。像是在臨床上廣泛使用的“1-3-6-12 days 

圖1　2021年歐洲心律學會指引使用NOAC的AF病人發生急性缺血性腦中風處置流程

使用 NOAC 的 AF 病人發生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處置流程表(修改自 2021 年 EHRA 指引) 
a: 當沒有其他禁忌症的情況下才使用血栓溶解劑 
b: 當有特定大血管阻塞且符合特定臨床條件時，可考慮動脈內取栓術 
c: 根據專家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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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是2013年EHRA指引首次提出59，在透過

影像檢查排除腦出血或梗塞後出血，並考慮急

性缺血病灶的大小及出血風險後，TIA病人可

以在1天後開始使用NOAC；輕微腦中風病人

(NIHSS<8)可考慮在腦中風3天之後開始使用

NOAC；中度腦中風病人(NIHSS 8-16)在追蹤影

像排除梗塞後出血後，可考慮在腦中風6天之後

開始使用NOAC；嚴重腦中風病人(NIHSS >16)

在追蹤影像排除梗塞後出血後，可考慮在腦中

風12天之後開始使用NOAC。2018年EHRA指

引跟2013年NOAC使用時機建議大致相同60，

但刪除NIHSS分數的建議。2019年美國AHA/

ASA指引建議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發生後的4至

14天開始服用OAC是合理的41，但針對梗塞後

出血的病人，可考慮延後OAC的使用。2020年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指引建議

61，若神經學狀況許可，應盡快開始服用OAC 

(大多數情況下是在兩週內)。2021年AHA/ASA

指引建議對於梗塞後出血風險較低的AF腦中風

病人62，在腦中風發生後2至14天開始使用OAC

可能是合理的，以降低腦中風復發的風險；而

對於高風險梗塞後出血的AF腦中風病人，將

OAC的使用延遲14天以上來降低腦出血的風險

是合理的。

2021年EHRA指引建議缺血性腦中風後1

至28天之間開始使用OAC 2，時間點則取決於

入院時的腦部影像是否有梗塞後出血以及腦中

風嚴重程度。對於入院時腦部影像沒有梗塞後

出血的病人，考慮使用NOAC的時間點如下：

TIA (腦部影像沒有急性缺血病灶) 1天後；TIA 

(腦部影像有急性缺血病灶) 1-3天後；輕微腦中

風≥ 3天後；中度腦中風≥ 6-8天後；嚴重腦中風

≥ 12-14天後(中度和嚴重腦中風病人在預計用藥

前1天內要追蹤腦部影像排除梗塞後出血)。對

於入院時腦部影像有梗塞後出血的病人，一旦

臨床症狀改善，並且在預計用藥前1天內追蹤影

像顯示梗塞後出血明顯減少，則考慮在≥ 3-28

天後使用NOAC。根據專家意見，急性缺血性

腦中風病人，可考慮在尚未使用NOAC的這段

時間服用aspirin。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後AF病人

用於腦中風次級預防的抗血小板藥物，應該在

開始使用NOAC時停止，除非有明確的合併使

用的適應症(例如最近進行冠狀動脈或頸動脈支

架置放術)。2021年EHRA指引比起2018年多了

針對入院時腦部影像有梗塞後出血病人後續使

用NOAC的建議，還有在尚未使用NOAC的這

段時間，可考慮服用aspirin的建議。

2022年日本發表的世代研究(Practical“1-

2-3-4-Day”Rule for Start ing 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 After Ischemic Stroke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Combined Hospital-Based Cohort 

Study)63，目的是想根據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或

TIA的嚴重程度，提出新的理想開始使用NOAC

的時間點。本研究的衍生測試族群(derivation 

cohort)來自2個日本的研究數據(SAMURAI-

NVAF和RELAXED study)；而為了外部驗證

的驗證族群(validation cohort)，則使用其他

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的6個研究數據，包含

RAF、RAF-NOAC和CROMIS-2 study，以及

3個世代研究的數據。收案病人根據之前歐洲

治療指引的腦中風症狀嚴重程度來分成四個亞

群組：TIA組、輕微腦中風組(NIHSS 0-7分)、

中度腦中風組(NIHSS 8-15分)、嚴重腦中風組

(NIHSS≥16分)。早期使用組的定義是在每個

亞群組中，開始使用NOAC的時間早於NOAC

開始使用的中位數日的病人，而晚期使用組

的定義則是開始使用NOAC的時間晚於或等於

NOAC開始使用的中位數日的病人。主要的療

效結果是急性缺血性腦中風/TIA後90天內腦

中風(缺血性或出血性)和全身性栓塞的複合結

果，而主要安全性結果是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TIA後90天內發生大出血。測試族群有1,797位

病人，NOAC開始使用的中位數是：TIA組2天

後使用、輕微腦中風組3天後使用、中度腦中風

組4天後使用以及嚴重腦中風組5天後使用。因

此早期使用組的定義就是TIA組1天內使用、輕

微腦中風組2天內使用、中度腦中風組3天內使

用以及嚴重腦中風組4天內使用。研究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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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早期使用組的腦中風或全身性栓塞比晚期使

用組少見(1.9% versus 3.9%; adjusted HR: 0.50; 

95% CI: 0.27–0.89)，缺血性腦中風也是早期組

比晚期組少(1.7% versus 3.2%; adjusted HR: 0.54; 

95% CI: 0.27–0.99)。早期組和晚期組的大出血

發生率相似(0.8% versus 1.0%; adjusted HR: 0.81; 

95% CI: 0.28–2.19)。在驗證族群有2,036位病

人，研究結果顯示早期使用組和晚期使用組的

缺血性腦中風(2.4% versus 2.2%)和腦出血(0.2% 

versus 0.6%)的發生率相似。本篇研究提出的

“1-2-3-4-Day”Rule，在日本和歐洲族群中，

根據腦中風嚴重程度在1、2、3或 4天內早期

開始使用NOAC，似乎可以降低腦中風復發或

全身性栓塞的風險，並且不會增加大出血的風

險。“1-2-3-4-Day”Rule在現實世界的臨床環

境似乎是可行的，但要注意排除具有較高出血

風險的病人，例如大面積梗塞、梗塞後出血、

未控制高血壓、顱外出血、和臨床顯著肝腎疾

病的病人。然而，考量到觀察性研究固有的偏

差和混雜的可能性，因此目前正在進行的隨機

對照試驗的數據結果對於臨床實務或指引的改

變至關重要。

2022年瑞典發表的TIMING試驗(Timing 

of Oral Anticoagulant Therapy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64 是第一個關於

AF相關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後何時開始使用

NOAC的隨機對照試驗。在腦中風發作後72小

時內，隨機分配病人到早期使用組(0-4天)或

晚期使用組(5-10天)開始使用NOAC，並進行

為期90天的追蹤。主要結果指標是缺血性腦

中風的復發、有sICH或腦中風後90天內的全

因死亡的複合結果。888名在瑞典的病人被隨

機分配到早期使用組或晚期使用組。入院時

NIHSS分數的中位數是4 (範圍0–26)，平均數

是6.1 (標準差5.9)。主要複合結果指標發生在

早期組6.89%的病人，和晚期組8.68%的病人

(absolute risk difference –1.79%; 95% CI: –5.31% 

to 1.74%; p noninferiority = 0.004)。缺血性腦中

風復發率為早期組3.11%和晚期組4.57% (risk 

difference, –1.46% ; 95% CI: –3.98% to 1.07%)，

全因死亡率為早期組4.67%和晚期組5.71% (risk 

difference, –1.04%; 95% CI: –3.96% to 1.88%)。

兩組病人均沒有出現sICH。根據研究預先設定

的3%的界線(基於之前Pre-TIMING observational 

study預期有3%的有sICH率)，早期使用OAC在

統計上並不劣於晚期使用OAC。然而，此研究

並未證明其優越性，且大多數病人是輕度缺血

性腦中風。值得注意的是，在TIMING試驗的

90天研究期間沒有一個病人有sICH，而且整體

嚴重出血的發生率(包括顱內出血)在腦中風後

的4週內非常低。

2023年瑞士發表的ELAN試驗(Early versus 

Late Initiation of 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 

in Post-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randomized trial)65 是針對近期發生

腦中風的AF病人，評估早期使用和晚期使用

NOA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隨機對照試驗。

ELAN試驗在15個國家收案(包含歐洲、中東、

亞洲國家)，將2,013位參與者隨機分組，分成

早期使用組(輕度或中度腦中風者在腦中風發作

後48小時內開始使用NOAC，嚴重腦中風者則

在第6或7天開始使用NOAC)和晚期使用組(輕

度腦中風者在腦中風發作後第3或4天開始使用

NOAC，中度腦中風者在腦中風發作後第6或7

天開始使用NOAC，嚴重腦中風者在腦中風發

作後第12至14天開始使用NOAC)。腦中風的嚴

重程度是根據腦部CT或MRI影像來定義，輕度

腦中風是在前循環或後循環的病灶≤1.5 cm；

中度腦中風是病灶位於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的皮質淺分支區域、MCA的深分支區

域、MCA的內部邊緣區域、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PCA)的皮質淺分支區域，或是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CA)的皮質淺分支區域；嚴重

腦中風是病灶影響整個MCA、PCA、或ACA

區域，或2個MCA的皮質淺分支區域，或MCA

的一個皮質淺分支和深分支區域，或大於一條

血管的區域範圍，或腦幹或小腦的≥1.5 cm病

灶。主要結果指標是隨機分組後30天內缺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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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的復發、全身性栓塞、嚴重顱外出血、

sICH或血管性死亡的複合結果。在腦中風後

30天內，主要複合結果指標發生在早期使用組

2.9%的病人，和晚期使用組4.1%的病人中(risk 

difference, -1.18%; 95% CI: -2.84 to 0.47)；30天

內缺血性腦中風的復發發生在早期使用組1.4%

的病人，和晚期使用組2.5%的病人(OR 0.57; 

95% CI: 0.29 to 1.07)；以及90天內缺血性腦中

風的復發發生在早期使用組1.9%的病人，和晚

期使用組3.1%的病人中(OR 0.60; 95% CI: 0.33 

to 1.06)。早期使用組和晚期使用組都有2位病

人(0.2%)在30天內發生sICH。ELAN試驗的結

果，30天內缺血性腦中風的復發、全身性栓

塞、嚴重顱外出血、sICH或血管性死亡的複合

發生率，早期使用組比晚期使用組降低2.8%至

輕微增加0.5%的範圍。ELAN試驗沒有針對統

計假設進行優越性或非劣性的檢驗，此研究結

果旨在提供臨床醫生可能有用的數據。

這些研究結果(表2)為早期使用NOAC的療

效與安全性提供了一些保證，但仍需要進一步

的隨機對照試驗，來確定不同嚴重程度腦中風

病人最佳的使用NOAC的時機。目前，數個隨

機對照試驗，例如OPTIMAS (NCT03759938)

和START (NCT03021928)，針對急性缺血性腦

中風後早期與晚期使用NOAC的研究正在進行

中，預計未來幾年內會有結果。

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和試驗結果發表，

AF病人在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後建議開始使用

NOAC的時間點逐漸提早。在臨床實務上，建

議根據腦中風症狀和影像嚴重程度，並評估

病人個別的梗塞和出血風險，來決定開始使用

NOAC的時機。

建議：

(1) AF病人發生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時，靜脈血

栓溶解劑rt-PA使用原則：

1. 服用warfarin的病人，若是INR ≤ 1.7，可

考慮施打靜脈血栓溶解劑(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NR)。

2. 病人如果在腦中風發生前48小時內有

服用NOAC (dabigatran,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則不建議施打靜脈

血栓溶解劑(Class III, Level of Evidence 

C-EO)

3. 服用dabigatran的病人，可考慮使用反轉

劑idarucizumab後再施打靜脈血栓溶解劑

(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C-LD)

4. 服用rivaroxaban、apixaban、edoxaban的

病人，如果前次服藥時間在腦中風發生

前24至48小時之間且病人腎功能正常，

或是服用NOAC超過4小時後血中藥物

濃度< 30 ng/ml，則在合適的病人可考慮

施打靜脈血栓溶解劑(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C- EO)

5. 如果大血管阻塞病人因使用抗凝血劑而

不適合接受靜脈血栓溶解劑治療，可考

慮進行動脈內取栓術(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NR)。

(2) 對於輕中度腦中風且梗塞後出血風險較低

的病人，符合ELAN或TIMING或“1-2-3-4-

Day” Rule試驗的條件，盡早使用NOAC是

合理的(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R)

5.	AF病患使用NOAC之出血
風險評估與處置

對於A F病人，N O A C的使用雖然比起

warfarin顯著下降出血併發症，尤其是腦出血之

風險，一旦發生其後果仍相當嚴重66。臨床上

可以使HAS-BLED量表用來評估服用抗凝血劑

之整體出血風險，一般來說HAS-BLED score若

≥ 3分則可判斷屬於高出血風險，臨床上需較小

心地監控出血的發生67。本節指引更新將會針

對需要長期使用OAC下之AF病人如何進行腦出

血風險評估，對於腦出血倖存者與腸胃道出血

後重新使用OAC之考量，以及整理使用NOAC

下，導致出血之緊急處置，特別是NOAC之反

轉劑的使用。



2024台灣腦中風學會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凝血劑用於心房纖維顫動病人腦中風預防治療指引更新

13

表2　比較AF相關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後何時開始使用NOAC之研究列表

樣本數 實驗方法 結果

1-2-3-4-Day 
Rule study

(世代研究)40

衍生測試族
群 

(日本)  
n=1797

驗證族群 
(歐洲) 
n=2036

早期使用組
TIA: 1天內
輕微腦中風
(NIHSS 0-7分):  
2天內
中度腦中風
(NIHSS 8-15分):  
3天內
嚴重腦中風
(NIHSS≥16分):  
4天內

晚期使用組
TIA: 2天後
輕微腦中風
(NIHSS 0-7分):  
3天後
中度腦中風
(NIHSS 8-15分):  
4天後
嚴重腦中風
(NIHSS≥16分):  
5天後

腦中風後90天內
腦中風(缺血或
出血性)和全身
性栓塞的複合結
果

腦中風後90天內
缺血性腦中風復
發

腦中風後90天內
大出血

衍生測試族群:
早期組1.9% vs. 
晚期組 3.9%
Adjusted HR: 
0.50; 95% CI: 
0.27 to 0.89

衍生測試族群:
早期組1.7% vs. 
晚期組 3.2% 
Adjusted HR: 
0.54; 95% CI: 
0.27 to 0.99
驗證族群: 
早期組2.4% vs. 
晚期組 2.2%
Adjusted HR: 
1.07; 95% CI: 
0.54–2.00

衍生測試族群:
早期組0.8% vs. 
晚期組 1.0%
Adjusted HR: 
0.81; 95% CI: 
0.28 to 2.19
驗證族群:
早期組0.2% vs. 
晚期組 0.6%
Adjusted HR: 
0.31; 95% CI: 
0.02–1.65

TIMING 
(隨機對照
試驗)41

n=888 
(瑞典)

早期使用組
腦中風0-4天內

晚期使用組
腦中風5-10天內

腦中風後90天內
缺血性腦中風、
sICH、全因死亡
的複合結果

腦中風後90天內
缺血性腦中風復
發

腦中風後90天內
有sICH

早期組6.89% vs. 
晚期組8.68% 
Absolute risk 
difference: 
-1.79%; 95% CI: 
-5.31 to 1.74
P noninferiority 
= 0.004

早期組3.11% vs.  
晚期組4.57%
Risk difference: 
-1.46%; 95% C: 
-3.98% to 1.07%

早期組0% vs.  
晚期組0%

ELAN 
(隨機對照
試驗)42

n=2013 
(歐洲、中
東、亞洲國

家)

早期使用組
輕度和中度腦中
風: 2天內
嚴重腦中風: 第6
或7天
晚期使用組
輕度腦中風: 第3
或4天
中度腦中風: 第6
或7天
嚴重腦中風: 第12
至14天
(腦中風嚴重程度
根據影像來定義)

腦中風後30天內
缺血性腦中風、
全身性栓塞、嚴
重顱外出血、
sICH和血管性死
亡的複合結果

腦中風後30天內
缺血性腦中風復
發

腦中風後30天內
有sICH

早期組2.9% vs.  
晚期組4.1%
Derived risk 
difference:
-1.18%; 95% CI: 
-2.84 to 0.47

早期組1.4% vs  
晚期組2.5% 
OR: 0.57; 95% 
C: 0.29 to 1.07

早期組0.2% vs  
晚期組0.2%
OR: 1.02; 95% 
CI: 0.16 to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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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口服抗凝血劑之腦出血風險
評估

在使用抗凝血劑的相關出血當中，顱內出

血是最嚴重也是最需要仔細評估的併發症。絕

大宗病人發生與抗凝血劑相關的腦出血是由於

大腦本身具有小血管疾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68，在以歐洲國家為主的登錄資料中

(Clinical Relevance of Microbleeds in Stroke-2, 

CROMIS-2)，對於曾發生過缺血性腦中風的AF

病人，若患有腦小血管疾病，在抗凝血劑的使

用下每年腦出血的風險為0.56%，但若未有腦

小血管疾病，每年的腦出血風險僅有0.01%68。

在腦小血管症的相關表現中，腦微出血

(cerebral microbleed)是最為重要也具有最多證

據顯示其與腦出血的發生有密切關係69。有腦

微出血的病人，發生抗凝血劑相關腦出血的機

率約會增加三倍70, 71，而且出血的風險與微出

血的數量有關72。近期發表的一個合併分析，

利用38個觀察性研究、一共20,322位使用抗血

栓藥物的缺血性腦中風病人，發展出以微出血

為基礎並且涵蓋其他風險的腦出血預測量表

(MICON-ICH，表3)，發現其對於腦出血的預

測力顯著高於過去其他出血風險預測量表，如

HAS-BLED、ATRIA、ORBIT等73。需要注意

的是，微出血本身亦是缺血性腦中風或TIA的

風險因子，若AF病人有微出血，發生缺血性腦

中風的絕對風險仍高於腦出血72，也因此對於

有腦微出血的AF病人，使用抗凝血藥物的好處

仍多過於其造成之腦出血風險; 然而針對微出

血數量高，或是微出血分佈侷限在大葉(lobar)

區，顯示其為腦類澱粉血管症之病人，在使用

抗凝血劑之前，仍建議利用目前之量表審慎評

估其利弊。

5.1.2	腦出血倖存者之口服抗凝血
劑使用

抗凝血劑使用會增加腦出血之風險，對於

腦出血後存活之AF病人，是否適合重新開始使

用抗凝劑是一大臨床難題；隨著口服抗凝血劑

表3　MICON score評分表

危險因子 得分

微出血數量

<5顆 3

5-10顆 5

11-19顆 6

≥20顆 9

微出血使用T2* GRE sequence造影 是 2

年紀
70-79歲 3

≥80歲 4

東亞種族(包含台灣) 是 2

過去有缺血性腦中風 是 1

過去有出血性腦中風 是 5

抗血栓藥物使用

僅使用抗血小板藥物 1

使用VKA 1

僅使用NOAC 0

總分 0-24分

預測5年內腦出血風險：0-4分 1.0%; 5-7分 2.3%; ≥8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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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率增加，抗凝血相關之腦出血倖存者的

數量也逐年提高74, 75。從過去的世代資料來看，

約莫20%的腦出血倖存者患有AF76，而這些病

人分別的缺血性腦中風與出血性腦中風風險，

會因其腦出血所在位置而有所不同。根據近期

發表的一篇統合分析，比起深部腦出血，大葉

型腦出血病人的腦出血再發風險較高，但兩者

的缺血性腦中風風險相等; 然而對於患有AF之

病人，不論腦出血所在位置，其缺血性腦中風

風險仍大於與腦出血再發風險77。有相當多的

回溯性資料在探討腦出血倖存AF病人重新使用

抗凝血藥物之狀況78-80，雖然整體看來重新使用

抗凝血劑可減少缺血性事件且並無增加腦出血

再發率，但這些資料大部分評估的是早期使用

VKA之病人，也沒有統一重新使用抗凝血劑的

原則與時間點，此外回溯性研究也可能有病人

選擇偏差，因此解讀上要特別小心。

近期有兩篇針對患有AF之腦出血倖存者

抗凝血劑使用的二期隨機分派臨床試驗發表81, 

82。在英國進行的SoSTART試驗納入了203位

病人，平均使用抗凝血劑的時間點為腦出血後

115天，追蹤1.2年下來，使用抗凝血劑組有8%

發生腦出血再發，未使用抗凝血劑組有4%發

生腦出血再發(aHR: 2.4; 95% CI: 0.72-8.09; p = 

0.152)，無法證明對於腦出血存活患者使用口

服抗血凝藥物之不劣性(non-inferiority)81。同時

期於荷蘭進行的APACHE-AF試驗則納入了101

位腦出血倖存者，平均使用抗凝血劑時間點為

腦出血後46天，使用apixaban組別與不使用抗

凝血劑組別腦中風或血管相關死亡的機率並無

差異(24% vs. 26%, aHR: 1.05; 95% CI: 6.2-20; p 

= 0.90)。後續於2023年發表的一篇由個別受試

者資料進行的統合分析(COCROACH)中，除了

納入這兩篇二期臨床試驗外，也收錄了其他臨

床試驗的次族群或較小規模的研究，比較腦出

血後的AF病人，使用OAC (99%為NOAC)與避

免使用OAC (其中33%改為使用單一抗血小板藥

物)，發現OAC顯著減少重大缺血性心血管事

件(4% vs. 19%, HR: 0.27; 95% CI: 0.13-0.56)，

且兩組之間的出血性不良事件、死亡率、或重

度依賴比率皆無差別83。整體而言目前對於腦

出血倖存者之抗凝血劑使用仍未有明確定論，

需更多三期臨床試驗確認其利弊，也因此需根

據每一位病人之風險與益處再進行臨床評估；

若決定要開始使用抗凝血藥物，美國2022年更

新的腦出血指引建議腦出血後7天至8週可使用

82，而歐洲心臟學會2021年針對AF病人發表的

臨床指引則建議，若心因性腦中風風險高於腦

出血再發風險，可考慮於腦出血後4週至8週後

使用抗凝血藥物2。針對因高出血風險無法長期

使用OAC的病人，則可考慮以心導管進行左心

耳封閉手術84。

5.1.3	口服抗凝血劑相關之腸胃道
出血

腸胃道出血是使用OAC之下需要注意的重

要不良反應，當病人發生腸胃道出血時，可能

會導致醫師必須中斷或停用OAC。2020年有一

篇涵蓋10篇針對AF病人患有抗凝血相關腸胃道

出血之回溯性世代研究的統合分析發表，其中

包括2,080位病人在腸胃道出血後恢復使用抗凝

血藥物(大部分為warfarin)，2,296位病人停用抗

凝血藥物，結果顯示恢復使用抗凝血藥物會導

致較高的腸胃道出血復發風險(OR: 1.646; 95% 

CI: 1.035–2.617)，但可顯著減少栓塞性事件

(OR: 0.340; 95% CI: 0.178–0.652)與整體死亡率

(OR: 0.499; 95% CI: 0.419–0.595)85。較近期一篇

於美國進行的大型回溯性資料分析，納入2,991

位因抗凝血劑相關腸胃道出血而住院的病人，

後續恢復使用warfarin的病人比起停用抗凝血藥

物的病人會有較高的腸胃道出血復發風險(HR: 

2.12; 95% CI: 1.43-3.14)，但恢復使用NOAC的

病人則與停用抗凝血藥物的病人出血風險無顯

著差異(HR: 1.43; 95% CI: 0.81-2.52)86。

目前並無良好的臨床試驗探討對於這些

病人恢復使用OAC的最佳時機。有小規模研

究顯示若是恢復warfarin使用，考量病人再度

出血的風險，最佳時間點可能為出血後3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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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87；但也有研究認為腸胃道出血後1-2週恢復

使用可以減少發生栓塞性事件的機會88, 89。針

對恢復NOAC使用的時機點則尚無相關研究發

表。總結而言，使用OAC之下若發生症狀性

腸胃道出血，恢復使用OAC是合理的，但需

考量是否能找到明確腸胃道出血病因、出血

位置與其嚴重度、以及消化道是否有血管異

常增生(angiodysplasia)等，而使用時機點需根

據每一位病人發生栓塞性事件與腸胃道出血

復發的風險來做評估，也需要參考多科團隊

(multidisciplinary team)的治療意見1, 2, 89。

5.2	NOAC導致出血之緊急處置

若病人使用OAC之下發生出血事件，緊急

處置包括生命徵象量測、釐清出血嚴重度、了

解相關病史與使用藥物種類劑量，若允許的話

可考慮血漿藥物濃度測量(請參考本指引3.1章

節)。針對一般緊急評估與處置之原則見圖2，

也可參考2019年台灣腦中風學會非維他命K拮

抗劑口服抗凝血劑用於心房纖維顫動病人腦中

風預防治療指引4.2.1章節。除了一般處置之

外，需根據藥物種類來評估是否給予相對應之

反轉劑。本次指引將會特別針對反轉劑對於顱

內出血的效果來進行更新。

5.2.1	Dabigatran反轉劑：
Idarucizumab

Idarucizumab為一種單株抗體，可高親和

力結合dabigatran並且中和其效用，因此作為

dabigatran之專一反轉劑。在包含502位病人使

用dabigatran後發生危急性出血或需緊急手術的

大型臨床試驗中，Idarucizumab可達到快速並

持續的反轉dabigatran的抗凝血效果91。在此試

驗中收錄了98位顱內出血之病人(其中52位為

大腦實質出血)，但缺少完整的影像學或臨床預

後資料，因此難以評估使用idarucizumab對於

dabigatran相關之腦出血穩定的效果。

近年來陸續有較大樣本數的真實世界使

用資料發表；於德國進行含27位dabigatran相

關之腦出血病人的分析，使用idazucizumab後

有3位(11.1%)發生有意義的血塊擴大，但大

部分病人腦中風嚴重度皆有進步46；另外一個

在美國進行的全國性回溯資料分析，收錄了

329位dabigatran相關顱內出血的病人，其中

圖2　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藥物時發生(中重度)出血事件時之建議處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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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位接受idarucizumab之個案，比起未接受

idarucizumab之個案反而有較高之院內死亡率

(11.6% vs. 2.8%)，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報告中也

包含了dabigatran相關之腸胃道出血的個案，其

院內死亡率並未因是否接受idarucizumab而有所

不同92。

整體來說，這些針對dabigatran相關顱內出

血之真實世界臨床報告中，使用idarucizumab

後的死亡率與栓塞性事件發生率與臨床試驗類

似，應可作為相關顱內出血個案之治療選項。

因此對於接受dabigatran而發生嚴重出血的病

人，包含顱內出血，需盡快給與經靜脈注射

idarucizumab 5 g之治療。然而不論臨床試驗或

是真實世界分析，由於皆缺乏良好之控制組或

是完整顱內出血影像資料，其臨床效益目前還

尚未完全明確。

5.2.2	第十因子抑制藥物之專一反
轉劑：Andexanet-α

Andexanet-α為不具有抗凝血效果之第十

因子調整衍生物，其可和第十因子抑制藥物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等)競爭第十因

子而達到專一反轉效果。在健康族群的臨床試

驗中，發現使用andexanet-α可在數分鐘內下

降超過92%的第十因子抑制活性(anti-factor Xa 

activity)93。ANEXA-4試驗於2023年完成，其中

納入了479位因使用第十因子抑制藥物而產生

急性重大出血(主要為顱內出血與腸胃道出血)

之個案，使用andexanet-α可達到與健康受試

者類似的效果，且80%的個案可以達成有效凝

血穩定(effective hemostasis)，但要注意在安全

性分析中有10%的個案發生栓塞性事件94, 95。

Andexanet-α的使用劑量會根據病人服用的藥

物種類與最後服用時間而有所不同，在收錄病

人中，服用apixaban的個案其第十因子抑制活

性平均下降93%、rivaroxaban個案下降94%、

edoxaban個案則下降71%。值得一提的是，

ANEXA-4一共收錄了227位顱內出血之病人進

行安全性分析，其中171位收案時第十因子抑

制活性≥75 ng/mL的個案則進入到療效分析 (包

含99位自發性顱內出血與72位創傷性腦出血)，

在治療後12小時，78.6%自發性出血的個案與

82.9%創傷性出血的個案可以達到好的凝血穩

定，且腦血塊大小與厚度皆無顯著增加；在安

全性分析中，30天內的死亡率為15%，栓塞性

事件的發生率則為9.3%96。

目前Andexanet-α已通過美國與歐洲核准

使用於第十因子抑制劑相關的嚴重出血併發

症，但台灣尚未核准上市，因此在andexanet-α

仍無法使用的情形下，需考慮以4因子凝血酶

原複合濃縮物(4 factors prothrombin complex 

concentrate, 4F-PCC)作為替代的反轉藥物97, 98。

5.2.3	4因子凝血酶原複合濃縮物作
為第十因子抑制藥物之反轉
劑：與andexanet-α之比較

4F-PCC含有第二、七、九、十因子、以

及Protein C和Protein S，被發現能夠反轉口服

第十因子抑制藥物(含rivaroxaban, apixaban及

edoxaban)，並且達到凝血穩定的效果99, 100。對

於抗凝血相關出血，雖然尚無大規模之臨床試

驗，陸續有回溯觀察性資料發表，特別是針對

4F-PCC或是活性型PCC (activated PCC)治療於

第十因子抑制藥物相關之顱內出血。Panos等人

進行了一項美國多中心回溯性世代研究，收錄

了663位發生rivaroxaban或apixaban相關的顱內

出血病人進行療效與安全性分析，病人平均接

受到PCC的時間為2.6小時；其中81.8%的病人

可達到好的凝血穩定，3.8%的病人發生了栓塞

性事件，且絕大部分都發生於PCC注射後兩週

內101。

4F-PCC與andexanet-α治療於抗凝血藥物

導致之顱內出血的療效與安全性比較，僅有

小規模的臨床研究或是間接的世代研究可供參

考。雖然各研究結果有些差異，且目前並無系

統性之統合分析研究發表。整體來說使用PCC

之效果與安全性與使用andexanet-α在大部分

的報告中皆類似97, 98, 102-104，除了顱內出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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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於第十因子抑制劑導致的腸胃道出血，

4F-PCC的止血效果與栓塞風險也與adexanet-α

沒有顯著差異105，但要小心目前只有小型的回

溯性報告可供參考。若不特別針對顱內出血或

腸胃道出血，從較大型的真實世界使用經驗來

看，則觀察到使用adexanet-α比起4F-PCC會有

較低的住院或30天死亡率106, 107。

除了PCC之外，傳明酸(tranexamic acid)為

一種抗纖維蛋白溶解藥物，近期也有臨床試驗

探討此藥是否可以作為NOAC相關之腦出血之

治療方式。於2023年發表的TICH-NOAC二期

隨機分派試驗，納入了63位使用NOAC而發生

腦出血的病人，於出血發生12小時之內使用

tranexamic acid治療，研究結果發現tranexamic 

acid比起安慰劑，無法有效減少腦血塊體積擴

大的比例，但也未增加栓塞性事件的機會108。

因此，目前並無實證支持使用tranexamic acid治

療於NOAC相關之腦出血病人，而未來仍須更

大規模、或是針對腦出血更急性期時間窗之臨

床試驗來證實其療效。

建議：

(1) 對於發生口服抗凝血藥物相關之顱內出血

個案，應立刻停止口服抗凝血藥物，並且

盡快使用反轉藥物(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C-LD)。

(2) 接受dabigatran而發生顱內出血或嚴重出血

的病人，應考慮經靜脈注射idarucizumab 5 

g反轉dabigatran的抗凝血效果(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NR)。

(3) 接受第十因子抑制劑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等)而發生顱內出血或其他危急

生命之嚴重出血的病人，應考慮經靜脈注

射andexanet-α反轉其抗凝血效果(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NR)，而以4F-PCC作為

替代的反轉劑是合理的選擇(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C-LD)。

(4) 於發生顱內出血的AF病人後續是否恢復使

用口服抗凝血劑，需根據每一位病人之風

險與益處再進行臨床評估。其使用的時間

點目前尚無定論，在衡量臨床風險後可考

慮於顱內出血數週後(如4-8週)加上抗凝血

劑(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R)。

6.	心房纖維顫動病人特定臨
床狀況的處置

6.1	特定的臨床狀況–AF的孕婦

在孕期對於抗凝血劑種類的選擇主要考量

的是藥物穿透胎盤的能力，2019年至今並無更

新相關實證，2024年有關於AF孕婦的指引沿用

“2019台灣腦中風學會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

抗凝血劑用於心房纖維顫動病人腦中風預防治

療指引”。

6.2	特定的臨床狀況–AF合併惡性
腫瘤

惡性腫瘤同時帶來血栓與出血的高風險，

合併惡性腫瘤的AF病人和無惡性腫瘤的AF病

人相比，有同樣、甚至更高風險的血栓缺血與

出血事件109, 110。目前已發表對於惡性腫瘤病人

的抗凝血劑臨床試驗多是針對腫瘤病人靜脈栓

塞的發生及預防111-113，而不是針對合併AF時的

腦中風預防。因此目前對於AF合併有惡性腫瘤

病人之腦中風預防，並沒有特定的準則。建議

和神經科、心臟科與腫瘤專科醫師一起合作照

護，要考量的方面包括腫瘤的型態與嚴重度、

特定腫瘤相關的血栓與出血風險評估、手術需

要與否、腫瘤用藥與抗凝血劑之間的交互作

用、腫瘤用藥是否造成血液凝集異常(如血小板

低下)等等。

臨床日常的資料觀察到，臨床醫師於惡性

腫瘤病人的抗凝血劑選擇仍是以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LMWH)為主，這是因為LMWM

是惡性腫瘤病人預防與治療靜脈栓塞併發症的

準則用藥之一114。但是LMWM用在合併有惡性

腫瘤的AF病人是否可以預防和AF相關的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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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腦中風並沒有證據。有一個前瞻性多中心登

錄觀察共納入了320名罹患惡性腫瘤的AF病人

115，其中有192名病人接受了NOAC治療，而

110名病人接受了LMWH治療。在NOAC組別

中，中風或全身栓塞的發生率為每年1.0%，而

在LMWH組別中則為每年7.2% ( p < 0.05)；出

血率在兩組之間則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115。另

一個單中心的觀察研究共收納566名合併惡性

腫瘤的AF病人，接受LMWH的病人與warfarin

相比，腦中風風險顯著增加(aHR: 2.4; 95% CI: 

1.0–5.6; p = 0.04)，死亡風險增加(aHR: 4.5; 95% 

CI : 2.8–7.2; p < 0.001)116。這些研究顯示，在罹

患惡性腫瘤的AF病人中，使用LMWH可能並非

預防腦中風的最佳選擇。

觀察性研究在分析NOAC用於惡性腫瘤的

效果與安全性時，發現在AF合併惡性腫瘤時，

NOAC也許是一個合理的抗凝血劑選項。丹麥

一個大型研究比較有惡性腫瘤與無惡性腫瘤的

AF病人使用NOAC的一年血栓與出血風險，結

果發現在NOAC的使用之下，有惡性腫瘤者並

沒有比較多的血栓與出血事件117。美國另一個

大型研究則是比較NOAC與warfarin在AF合併惡

性腫瘤病人身上使用後的血栓與出血情形，結

果發現NOAC的使用和warfarin相比，有較低的

出血事件與相似的缺血性腦中風事件風險118。

我們也可以參考重要NOAC臨床試驗中針

對惡性腫瘤病人的次分析結果，但要注意這些

證據還不夠充分，因為大多數惡性腫瘤病人都

被排除在這些重要研究之外。來自ENGAGE 

AF-TIMI 48研究的次分析數據顯示，包括了

1,153名有惡性腫瘤的AF病人，在接受每日一

次60 mg edoxaban的病人中，腦中風和全身栓塞

率為每年1.4%，接受每日一次30 mg edoxaban

的病人中為每年2.0%，接受warfarin的病人中

則為每年2.4%，edoxaban兩種劑量與warfarin

之間在預防腦中風的療效與出血的安全性上皆

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但若是將所有缺血事件

納進來看，60 mg edoxaban和warfarin在患有惡

性腫瘤和無惡性腫瘤AF病人中治療「缺血性

腦中風/全身性栓塞/心肌梗塞」的療效比較，

在患有惡性腫瘤的AF病人中，使用高劑量的

edoxaban相較於使用warfarin，其效果較好(HR: 

0.54; 95% CI: 0.31-0.93)，而在沒有惡性腫瘤的

AF病人中，兩者的療效相當(HR: 1.02; 95% CI: 

0.88-1.18) (有無惡性腫瘤兩族群的interaction p 

= 0.026)119。另一個臨床試驗(ARISTOTLE)的

次分析於1,236名罹患惡性腫瘤的AF病人，顯

示對於有惡性腫瘤的AF病人以及沒有惡性腫

瘤的AF病人，apixaban與warfarin的效果均一

致，在有活性癌症(active cancer)的AF病人中，

apixaban相較於沒有癌症的AF病人更顯示出較

大的益處，包括腦中風/全身性栓塞、心肌梗

塞和死亡的綜合指標(HR: 0.30; 95% CI: 0.11-

0.83)，這些不同病人群體之間有顯著的治療相

互作用(interaction p = 0.0028)120。

2020年一篇包含3項來自臨床試驗(ROCKET 

AF, ARISTOTLE以及 ENGAGE AF-TIMI 48)

以及6項回溯性觀察研究，納入分析有AF的

惡性腫瘤病人，涉及46,424位NOAC使用者與

182,797位warfarin使用者，NOAC的使用相較

於VKA，全身性栓塞或任何腦中風的風險較

低(RR: 0.65; 95% CI: 0.52–0.81; p = 0.001)，缺

血性腦中風的風險也較低(RR: 0.84；95% CI : 

0.74–0.95；p = 0.007)，出血性腦中風的風險更

是減少(RR: 0.61; 95% CI；p = 0.00001)121。結果

也顯示，NOAC的使用明顯降低主要出血的風

險(RR: 0.68；95% CI: 0.50–0.92；p = 0.01)，以

及顱內或胃腸道出血的風險(RR: 0.64；95% CI: 

0.47–0.88；p = 0.006)121。這些觀察性研究與臨

床試驗的次分析結果支持NOAC使用在AF合併

有惡性腫瘤病人之腦中風預防是合理的，至於

其種類的選擇則需要更多的研究資料來決定。

建議：

(1) AF合併惡性腫瘤的病人建議和神經科、心

臟科與腫瘤專科醫師一起合作照護決定治

療方針，要考量的方面包括腫瘤的型態與

嚴重度、特定腫瘤相關的血栓與出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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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手術需要與否、腫瘤用藥與抗凝血

劑之間的交互作用、腫瘤用藥是否造成血

液凝集異常(如血小板低下)等(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C-EO)。

(2) 對於大多數患有AF和惡性腫瘤的病人來

說，選擇NOAC而非VKA來降低AF相關

的腦中風風險是合理的(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NR)。

6.3	特定的臨床狀況–AF合併肝臟
疾病

過去認為當肝臟疾病已造成凝血功能低下

時也許帶來較低的血栓栓塞情形，這個論點已

經被許多新興的證據推翻122。臨床研究發現，

嚴重的肝臟疾病所造成的血液異常，是會同時

增加血栓栓塞與出血的風險123。AF合併肝臟疾

病的病人擬定腦中風的預防策略時，要考量的

除了血栓與出血風險評估之外，亦包括所選擇

藥物的藥物動力學，是否經肝臟酵素代謝或活

化122。 

由於缺少相關的臨床試驗，目前對於AF

合併肝臟疾病者之腦中風預防，並沒有特定的

準則。台灣多中心回溯性研究顯示，在≥65歲

的AF合併肝臟疾病(AST或是ALT大於正常值

上限的兩倍或是total bilirubin大於正常值上限

的1.5倍)病人(n = 633)之中，使用NOAC與使用

warfarin的人相比，其腦中風與其他血栓事件、

嚴重出血以及腸胃道出血事件的風險沒有差

異，而有顯著較低的死亡率124。 

有數篇相關的統合分析發表125-127，納入的

文獻大都是回溯性觀察研究，這些研究的肝臟

疾病族群也大都是輕中度(Child-Pugh A/B)的肝

疾。一項回顧性的研究比較了9,056名併有肝硬

化且CHA2DS2-VASc分數≥2的AF病人的抗血小

板藥物(30.6%)、warfarin (8.3%)和無藥物治療

(61.1%)的療效127，warfarin組患有缺血性腦中

風率顯著降低，而抗血小板或無藥物治療組的

缺血性腦中風率相似。對於腦出血，研究組間

沒有觀察到差異。另一項在對肝硬化和AF病人

進行的回顧性研究中，warfarin與無藥物治療

相比降低了缺血性腦中風的風險(每年1.8% vs. 

4.7%; p = 0.01)，然而，肝硬化程度較重的病人 

(Child-Pugh B/C)出血風險明顯增加(每年14.5% 

vs. 4.9%; p≦0.001)128。此外，在最近對美國全

國數據庫進行的關於AF合併肝臟疾病回顧性

分析中，warfarin與無抗凝血劑相比，所有因

素死亡率較低(HR: 0.65; 95% CI: 0.55-0.76)129。

而在NOAC比較warfarin對於AF合併肝臟疾病

的統合分析中顯示，與warfarin相比，NOAC

於缺血性腦中風和全身性栓塞事件的發生率

相似(OR: 0.82; 95% CI: 0.36-1.88; p = 0.64)，但

明顯降低了出血事件的風險(OR: 0.54; 95% CI: 

0.38-0.75; p = 0.0003)，以及降低了腦出血的風

險(OR: 0.35; 95% CI: 0.23-0.53; p≦0.0001)126。

另一個統合分析顯示，在僅患有輕度至中度肝

硬化(Child-Pugh分級A-B)的病人中，與VKA相

比，NOAC的使用與缺血性腦中風風險降低有

關(HR: 0.62; 95% CI: 0.10-0.90)，主要出血風險

亦降低(HR: 0.64; 95% CI: 0.57-0.72)，且顱內出

血風險也降低(HR: 0.49; 95% CI: 0.40-0.59)130。

若評估利弊後，認為需要開立抗凝血

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F D A )與歐洲藥品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提供依肝臟

疾病嚴重度(表4)與各個NOAC藥力動力學不同

所建議的抗凝血劑開立方法如表5，開立NOAC

之前須先評估病人的肝臟功能，開立NOACs之

後至少每年一次替病人評估其肝功能。

建議：

(1) 嚴重的肝臟疾病所造成的血液異常，同時

帶來血栓栓塞與出血的高風險．在替AF合

併肝臟疾病的病人擬定腦中風的預防策略

時，要考量的除了肝臟疾病的嚴重度與血

栓/出血風險平衡評估之外，還包括所選擇

的藥物其需經肝臟酵素代謝或活化的藥物

動力學(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C-EO)。

(2) AF合併輕中度肝臟疾病(Child-Pugh A/B)



2024台灣腦中風學會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凝血劑用於心房纖維顫動病人腦中風預防治療指引更新

21

且評估有高栓塞風險時，建議使用口服抗

凝血劑(warfarin或是NOAC)來預防腦中風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NR)。

(3) AF合併輕中度肝臟疾病 (Child-Pugh A/

B)且評估有高栓塞風險時，開立NOAC 

(Child-Pugh A：任何NOAC；Child-Pugh 

B：apixaban、dabigatran或edoxaban)而非

VKA是合理的(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NR)。

(4) 開立NOAC之前須先評估病人的肝臟功能以

及藥物本身經肝臟代謝的情形，開立NOAC

之後至少一年一次替病人評估其肝功能

表4　Child-Pugh Score以及肝臟疾病嚴重度評量

Child-Pugh Score
Measure 1 point 2 points 3 points
Total bilirubin, mg/dL < 2 2-3 >3
Serum albumin, g/dL >3.5 2.8-3.5 < 2.8
INR < 1.7 1.7-2.3 > 2.3
Ascites None Mild Mod/Severe
Encephalopathy None Grade I-II Grade III-IV

Liver Disease Severity
Severity Child-Pugh A Child-Pugh B Child-Pugh C
Points 5-6 7-9 10-15

表5　依肝臟疾病嚴重度的抗凝血劑用法建議

Child-
Pugh 

category

Warfarin Dabigatran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

FDA EMA FDA EMA FDA EMA FDA EMA FDA EMA

A
(5-6分)

INR
2-3

INR
2-3

劑量不
需調整

AST/ALT > 
2X ULN或
會影響存活
率的肝臟疾
病時不建議

使用

劑量不
需調整

劑量不
需調整

劑量不
需調整

謹慎使
用劑量
不需調
整

劑量不
需調整

劑量不需
調整 AST/
ALT > 2X 

ULN或 
TB > 1.5X 
ULN時謹
慎使用

B
(7-9分)

INR
2-3

INR
2-3

劑量不
需調整

AST/ALT > 
2X ULN或
會影響存活
率的肝臟疾
病時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謹慎使
用劑量
不需調
整

謹慎使
用劑量
不需調
整

不建議
使用

劑量不需
調整 AST/
ALT > 2X 

ULN或 
TB > 1.5X 
ULN時謹
慎使用

C
(10-15
分)

INR
2-3

INR
2-3

不建議
使用

AST/ALT > 
2X ULN或
會影響存活
率的肝臟疾
病時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
使用

不建議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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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NR)。

6.4	特定的臨床狀況–AF合併腎臟
疾病

腎臟疾病會增加AF病人血栓栓塞事件的發

生率，但是中重度的腎臟疾病也是出血的危險

因子之一，必須在同時有栓塞與出血的風險下

取得平衡。另外，抗凝血劑或多或少都需要腎

臟代謝，這些都是治療AF合併腎臟疾病時須考

量的因素131。

輕至中度的腎臟疾病病人 (肌酸酐清除

率creatinine clearance, CrCl 30-89 ml/min；

apixaban：25-89 ml/min)在四個NOAC的AF

臨床試驗中都有被納入，結果顯示，NOAC

和warfarin在輕中度腎臟疾病病人之預防腦中

風的效力與安全性的比較結果和在正常腎臟

功能的病人是相似的132-137，甚至ARISTOTLE 

(apixaban)的試驗結果顯示，CrCl越低的情

形下，apixaban的安全性表現就越顯著優於

warfarin134-138。因此，AF合併輕中度的腎臟

疾病病人開立NOAC的考量應和正常腎功能

的病人無異。另外，在ENGAGE AF-TIMI 48 

(edoxaban)的研究結果中發現，CrCl > 95 ml/

min的AF病人使用edoxaban和warfarin相比，有

較高的腦中風比例24, 135。

2021年一個系統性回顧納入8個RCTs與

46個觀察性研究中170,059位AF合併腎臟疾病

(GFR < 60 ml/min)的受試者139，結果顯示AF

合併GFR為15-60 ml/min的慢性腎病變病人，

NOAC在預防血栓事件方面優於warfarin (HR: 

0.86; 95% CI: 0.78-0.95)，而在降低出血事件的

風險方面(HR: 0.81; 95% CI: 0.66-0.99)，NOAC

也優於warfarin139。另外，COMBINE AF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Multiple Institutions to 

Better Investigate 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 Use in Atrial Fibrillation)利用RCTs

資料庫(RE-LY, ROCKET AF, ARISTOTLE以及

ENGAGE AF-TIMI 48; n = 71683)140，以個別病

人層次的網絡統合分析(individual patient-level 

network meta-analysis)在連續CrCl下，NOACs與

warfarin的安全性和效果，於2023年發表的結果

中，除了發現腦中風/全身性栓塞、重大出血、

顱內出血和死亡的發生率隨腎功能惡化而顯著

增加之外，也顯示了NOAC相較於warfarin在慢

性腎病變CrCl低至25 ml/min的病人中都是更安

全、更有效的選擇140。

許多研究 (包括台灣健保資料庫分析 )顯

示，嚴重腎臟疾病病人的AF發生率比正常人

高131, 141，在這群AF病人的腦中風預防策略上

沒有特定的準則，需評估病人栓塞與出血的風

險，以及所選擇的藥物經由腎臟代謝的狀況

來決定治療策略。丹麥的一個大型國家醫療資

料庫分析研究顯示142，在AF合併慢性腎臟病

(n=11,128)且CHA2DS2-VASc score ≥2的病人，

使用warfarin者和沒有使用的人相比，其發生

致命腦中風與致命出血、心血管疾病導致死亡

以及任何原因造成死亡之風險較低，而AF合

併末期腎臟病需洗腎(n=1,728)且CHA2DS2VASc 

score ≥2的病人，使用warfarin的人有較低的

任何原因造成死亡之風險。另一個美國的大

型國家醫療資料庫分析研究143，比較apixaban

和warfarin在AF合併末期腎臟病需洗腎的病人

身上的表現，研究顯示apixaban組(n=2,351)和

warfarin組(n=23,172)相比，腦中風與血栓事

件差不多，但是嚴重出血事件顯著較低；此

外，apixaban 5 mg組，不管是和2.5 mg組或是

warfarin組相比，皆有顯著較低的腦中風與血

栓事件與死亡率。因此，根據上述兩個研究

結果，2019年美國AHA的治療指引建議4，在

AF合併末期腎臟病需洗腎的病人且CHA2DS2-

VASc score ≥2時，使用warfarin或是apixaban是

可以考慮的。

2020年一個臺灣本土健保資料庫研究分

析12,500位AF合併末期腎臟病144，從2012年6

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3,237名病人接

受口服抗凝血劑治療(490人接受NOAC，2747

人接受warfarin)，使用傾向分數配對方法(兩

組各2,977位)來比較NOAC與warfarin組別時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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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NOAC與warfarin相比，在缺血性腦中風/

栓塞和重大出血風險方面差異不大(缺血性腦中

風/全身栓塞事件：NOAC: 6.67/100人年versus 

warfarin: 5.30/100人年，HR: 1.21，0.76–1.92；

顱內出血事件：NOAC: 1.08 /100人年versus 

warfarin: 1.34 /100人年，HR: 0.78，0.29–2.10；

重大出血事件：NOAC: 7.07/100人年versus 

warfarin: 7.15 events/100人年，HR: 0.98，

0.64–1.51)144。接著，2020年發表的統合分析納

入16個觀察性研究包括71,877位AF合併長期洗

腎病人145，研究結果發現與無抗凝血劑相比，

apixaban和warfarin皆未顯示出與腦中風和/或全

身性栓塞顯著減少的相關性(apixaban 5mg HR: 

0.59，0.30-1.17; apixaban 2.5 mg HR: 1.00，

0.52-1.93；warfarin HR: 0.91，0.72-1.16)，

但是apixaban 5 mg有明顯較低的死亡風險(與

warfarin相比HR: 0.65，0.45-0.93；與apixaban 

2.5 mg相比HR: 0.62，0.42-0.90；與無抗凝血劑

相比 HR: 0.61，0.41-0.90)。而warfarin的重大

出血風險明顯高於apixaban 5/2.5 mg和無抗凝血

劑(與apixaban 5 mg相比HR: 1.41，1.07-1.88；

與apixaban 2.5 mg相比HR: 1.40，1.07-1.82；與

無抗凝血劑相比 HR: 1.31，1.15-1.50)145。2022

年發表的統合分析則包括了5個研究總共34,516

名AF合併慢性洗腎病人146，觀察的結果包括重

大出血、缺血性腦中風、全身性栓塞、出血性

腦中風、胃腸道出血、輕微出血和死亡。這些

病人中，有31,472人(91.2%)接受了warfarin治

療，而3,044名病人接受了NOAC治療(8.8%)。

NOAC與warfarin在出血性腦中風、重大出血、

血液透析通道出血、缺血性腦中風和胃腸道出

血的發生率方面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在接

受NOAC治療的病人中，全身性栓塞、輕微出

血和死亡事件的發生率較warfarin組高(分別為

3.39% vs. 1.97%，p = 0.02)、(6.78% vs. 2.2%，p 

= 0.02)、以及(11.38% vs. 5.12%，p < 0.006)146。

這些不一致的結果需要接下來的RCTs來驗證，

以找到處理AF合併末期腎病變病人所增加的血

栓事件和出血風險的最佳策略。

目前apixaban使用在AF合併末期腎臟病

需洗腎的病人有兩個隨機臨床試驗，AXADIA 

Study (NCT02933697)以及RENAL-AF Study 

(NCT02942407)147, 148，皆於2023年發表，兩個

研究都因為緩慢收案導致收案樣本數目太少而

達不到足夠統計強度的顯著結果。RENAL-AF

試驗比較了在接受血液透析且CHA2DS2-VASc

分數≥2的AF病人中，apixaban與warfarin的療

效。病人被隨機分配為1：1接受apixaban 5 mg 

bid (對於年齡≥80歲、體重≤60公斤或兩者兼具

的病人，劑量調整為2.5 mg bid)或warfarin治

療。從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共有154名病人

被隨機分配至apixaban (n=82)或warfarin (n=72)

組，由於招募困難，試驗提前終止。Warfarin

治療病人的time in therapeutic range (TTR) 

(INR 2.0–3.0)為44% (四分位距，23%–59%)。

apixaban組和warfarin組1年重大或臨床相關非

重大出血率分別為32%和26% (HR: 1.20，0.63–

2.30)，而腦中風或全身性栓塞的1年發生率分

別為apixaban組和warfarin組的3.0%和3.3%。死

亡是apixaban組(21名病人[26%])和warfarin組(13

名病人[18%])中最常見的主要事件。RENAL-

AF試驗缺乏足夠的統計強度來得出任何結論，

但在這群接受抗凝血治療的AF合併洗腎病人

中發現，臨床相關出血事件的發生頻率約為腦

中風或全身性栓塞的10倍值得關注。AXADIA-

AFNET 8則是從2017年6月至2022年5月將患

有AF且接受慢性血液透析的病人隨機分配到

apixaban (2.5 mg bid)或VKA (phenprocoumon; 

INR 2.0至3.0)治療。主要安全結果是由第一次

重大出血、臨床相關非重大出血或全因死亡事

件所構成的綜合結果。主要有效性結果是缺血

性腦中風、全因死亡、心肌梗塞以及深靜脈血

栓形成或肺栓塞的綜合結果。試驗共有39個研

究地點隨機分配了97名病人(30%女性；平均

年齡75歲；平均CHA2DS2-VASc分數為4.5)：

48位接受apixaban，49位接受VKA。追蹤時間

的中位時間分別為429天(範圍，37至1,370天)

和506天(範圍，101至1,379天)。44名apixa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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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的病人中有超過80%的依從性；在VKA中

的TTR中位數為50.7%。Apixaban組的綜合主

要安全結果事件發生率為22例(45.8%)，VKA

組為25例 (51.0%) (HR: 0.93，0.53–1.65；p非

劣效=0.157)。Apixaban組的綜合主要有效性結

果事件發生率為10例(20.8%)，VKA組為15例

(30.6%) (p = 0.51；log rank)。在各項單一結果

方面沒有顯著差異(全因死亡: 18.8% vs 24.5%；

重大出血: 10.4% vs 12.2%；非重大出血: 20.8% 

vs 18.4%；腦中風: 0 vs 2%；心肌梗塞: 4.2% vs 

6.1%)。AXADIA-AFNET 8試驗在AF進行長期

血液透析的病人apixaban與VKA進行比較的隨

機試驗中，同樣未觀察到安全性或有效性結果

方面的差異，也同樣發現AF合併洗腎病人服用

抗凝血劑後的高出血事件機率，且即使在OAC

治療下，接受血液透析的AF病人仍然處於高心

血管事件風險中。

另一個在AF合併末期腎臟病需洗腎的病

人有進行RCT的NOAC為rivaroxaban149。這個

在比利時的PI-initiated試驗收入了132位AF合

併末期腎臟病需洗腎的病人(33%女性；平均年

齡80歲；平均CHA2DS2-VASc分數為4.7)，進行

rivaroxaban 10 mg qd與VKA的比較，在追蹤時

間中位數1.9年後，致命與非致命心血管事件

的發生率兩組相比有顯著差異，rivaroxaban組

為23.6%人年、VKA組為63.8%人年(HR: 0.37; 

p  =  0.0001)，在安全性的重大出血事件比較

中，rivaroxaban組和VKA相比也顯現顯著性的

優勢，rivaroxaban組為19.3%人年、VKA組為

38.6%人年(HR: 0.44; p = 0.02)。這三個針對AF

合併末期腎臟病需洗腎病人的RCTs統合分析

顯示150，NOAC相比於VKA對於這群病人的缺

血性事件效益與安全性是不相上下的(efficacy 

outcome RR: 0.79，0.45-1.37; p = 0.39; safety 

outcome RR: 0.81，0.28-0.88; p = 0.36)。

服用抗凝血劑的AF病人，開立前要評估

病人腎功能，開立後至少每半年檢驗一次腎功

能，視需要來調整藥物種類或劑量。台灣健保

署對於NOAC根據腎臟功能的給付標準，除了

倚賴各個NOAC的隨機雙盲試驗結果之外，也

考量其藥物動力學、經腎臟代謝情形和腎臟功

能之間關係的實驗結果如表6。表7則為依腎臟

疾病嚴重度不同美國FDA所建議的抗凝血劑開

立方法。

建議：

(1) 開立NOAC前須先評估腎臟功能，開立

NOAC後至少每一年評估一次腎臟功能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NR)。

(2) AF合併輕中度的腎臟疾病(CrCl 30-60 ml/

表6　各個NOAC試驗中和腎臟功能相關的資料與台灣健保署根據腎功能的排除標準

Dabigatran 
(RE-LY)

Rivaroxaban  
(ROCKET-AF)

Apixaban  
(ARISTOTLE)

Edoxaban  
(ENGAGE AF- 

TIMI 48)

腎臟廓清率 80% 35% 25% 50%

隨機雙盲臨床試驗
中慢性腎病排除條
件 (CrCl)

< 30 ml/min < 30 ml/min < 25 ml/min < 30 ml/min

慢性腎病劑量調整
建議

無 15 mg一天一次 
若CrCl 30-49 ml/

min

2.5 mg一天兩次 
若serum creatinine 

≥ 1.5 mg/dL

30 mg一天一次 
若CrCl 30-49 ml/

min

健保局適應症有關
腎功能的排除條件

< 30 ml/min < 15 ml/min < 15 ml/min < 15 ml/min或是 
 > 95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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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的病人評估需要開立抗凝血劑時，建議

優先選擇NOAC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R)。

(3) AF合併重度腎臟疾病(CrCl 15-29 mL/min)

的病人應根據其血栓/出血的風險評估，決

定是否開立warfarin或是NOAC，當選擇抗

凝血劑時，開立NOAC而非VKA是合理的

(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NR)。

(4) 末期腎臟疾病(CrCl <15 mL/min)需要洗腎

的病人，應根據其血栓/出血的風險評估，

決定是否開立抗凝血劑(warfarin, apixaban, 

rivaroxaban) (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A)。

6.5	特定的臨床狀況–AF的年長者

這裡的年長者定義為≥75歲，高齡也是一

個同時會增加血栓栓塞與出血風險的特定狀

況。由於AF的年長者其血栓栓塞風險的上升

顯著高於出血風險的上升，而使用OAC可以有

效預防血栓栓塞，故即使比年輕病人有偏高的

出血風險，但是和沒有使用藥物相比，OAC在

AF的年長者總效益(net benefit: efficacy/bleeding 

safety balance)的上升是多於年輕者的151-156。又

至今的許多包括RCTs與觀察性研究的統合分

析顯示NOAC的總效益在AF的年長者是優於

warfarin的157-166，不只在≥75歲，證據顯示在≥80

歲及≥85歲的年長者都是如此的結論。

表7　美國FDA依腎臟疾病嚴重度不同所建議的NOACs開立方法

Dabigatran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

CrCl ≥ 50 ml/min 150 mg bid 20 mg qd

5 mg bid
若下列任二情形存
在時則2.5 mg bid:

年齡 ≥ 80歲
體重 ≤ 60公斤

Creatinine ≥ 1.5mg/
dL

60 mg qd

CrCl 30-49 ml/min 150 mg bid 15 mg qd

5 mg bid
若下列任二情形存
在時則2.5 mg bid:

年齡 ≥ 80歲
體重 ≤ 60公斤

Creatinine ≥ 1.5mg/
dL

30 mg qd

CrCl 15-29 ml/min 75 mg bid*** 15 mg qd

5 mg bid
若下列任二情形存
在時則2.5 mg bid:

年齡 ≥ 80歲
體重 ≤ 60公斤

Creatinine ≥ 1.5mg/
dL

30 mg qd

CrCl < 15 ml/min or 
under dialysis 不建議使用 15 mg qd**

5 mg bid
若下列任二情形存
在時則2.5 mg bid:

年齡 ≥ 80歲
體重 ≤ 60公斤

不建議使用

*CrCl > 95 ml/min時不可使用；**此標準主要是依據藥物動力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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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為包括四種NOAC主要試驗的RCTs，

可以看到對於AF的年長者，warfarin的效力

與安全性優於抗血小板藥物。而在NOAC與

warfarin的比較中可以看到，優於warfarin的效

力同樣在AF的年長者顯現，其中以apixaban的

效力最顯著；在安全性方面，四種NOAC相較

warfarin都有較低的腦出血事件，但rivaroxaban

與dabigatran顯示出較高機率的重大出血事件，

且在dabigatran 150 mg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和warfarin相比有較高的出

血風險只限於顱外出血的部分，主要是腸胃道

出血。Apixaban在AF的年長者的表現，則是不

管在血栓栓塞事件的預防效力與出血安全性，

都是優於warfarin組的，因此其總效益在年長者

是優於較年輕者的，需注意的是在ARISTOTLE

試驗中，若有下列任兩個因子存在：年紀≥80

歲，體重≤60公斤，或是血中creatinine ≥1.5 mg/

dL，Apixaban劑量是減半的(2.5 mg bid)。另一

個在年長者出血安全性表現較warfarin佳的藥物

是 edoxaban。

2020年發表的另一個重要NOAC RCT: 

ELDERCARE AF (表8)164，納入984名年齡超過

80歲且不符合常規劑量口服抗凝血治療規定的

日本AF病人中，將15 mg edoxaban每日一次與

安慰劑進行比較。在選擇納入條件中，所謂不

符合常規劑量口服抗凝血治療規定的原因為：

CrCl: 15-30 ml/min、有重要器官出血或胃腸道

出血的病史、體重過輕(≤45公斤)、持續使用非

類固醇抗炎藥(NSAIDs)，或目前正在使用抗血

小板藥物。且納入的病人中，有16%的失智症

與40%的衰弱症(frail)年長者。共有681名病人

完成了試驗，兩組中止試驗的病人數量相似。

Edoxaban組的腦中風或全身性栓塞的每年發生

率為2.3%，安慰劑組為6.7% (HR: 0.34，0.19-

0.61; p≦0.001)，而edoxaban組的主要出血每年

發生率為3.3%，安慰劑組為1.8% (HR: 1.87，

0.90-3.89; p = 0.09)，Edoxaban組的消化道出血

事件明顯多於安慰劑組。在任何原因的死亡方

面，兩組之間沒有差異(edoxaban組為9.9%，安

慰劑組為10.2%；HR: 0.97，0.69-1.36)。在537

名年齡超過86歲的病人(佔55%)，與安慰劑相比

的次族群分析則發現，每日使用15 mg edoxaban

可將腦中風/全身性栓塞的發生降低64% (HR: 

0.36，0.17–0.73)，而不增加主要出血的風險

(HR: 1.49，0.67–3.29)。

一個台灣健保資料庫研究分析≥90歲的AF

病人的腦中風風險及口服抗凝血劑的效益167，

結果顯示≥90歲合併AF (n=11,064)和非AF的病

人(n=14,658)相比，有顯著較高的缺血性腦中

風但相似的腦出血風險．而在≥90歲合併AF的

病人中，使用warfarin (n=617)和無使用者相

比，有顯著較低的缺血性腦中風與相似的腦出

血風險。另外，不管是和沒有使用任何抗血栓

藥物，或是使用抗血小板藥物者相比，使用

warfarin者其總效益是上升的。而在≥90歲合併

AF的病人，使用NOAC (n=978)和使用warfarin 

(n=768)的比較分析結果進一步顯示，使用

NOAC組有顯著較低的腦出血與相似的缺血性

腦中風。

種種證據顯示NOAC在AF的年長者是一個

有效又安全的選擇，惟在老年人常發生的腎臟

功能或肝功能下降，需列入藥物種類與劑量選

擇的考量。

建議：

(1)  ≥75歲的AF病人，若無NOAC禁忌症，建

議使用NOAC來預防腦中風，並將老年人

常合併的腎臟功能下降，列入藥物種類與

劑量選擇的考量；若是高腸胃道出血風險

的病人，建議選擇apixaban或是edoxaban 

(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R)。

(2) ≥80歲的AF病人，若不符合常規劑量口服抗

凝血治療規定，使用edoxaban 15 mg是合理

的(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R)。

6.6	特定的臨床狀況–AF合併動脈
粥狀硬化疾病

症狀性動脈粥狀硬化疾病以及動脈支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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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術，通常需使用抗血小板藥物來預防血栓栓

塞事件或支架內的血栓形成。觀察研究顯示，

合併頸動脈粥狀硬化會增加AF病人缺血性腦中

風的風險168, 169，而AF也增加頸動脈狹窄介入與

手術治療時的併發症170。在顱內動脈粥狀硬化

的觀察研究則發現，當AF的腦中風病人合併有

顱內動脈硬化疾病時，未來的血管併發症與死

亡率皆會上升171-173。

然而大部分AF合併動脈粥狀硬化疾病的藥

物治療之研究證據與相關指引都侷限在冠狀動

脈疾病，AF合併頸動脈與顱內動脈粥狀硬化疾

病如何開立抗血栓藥物的證據有待未來更多的

研究。因此，此處列的建議是根據心臟相關研

究結果以及台灣/美國/歐洲心臟相關學會出版

關於“AF合併穩定的冠狀動脈疾病”，“AF

合併急性冠狀動脈疾病”以及“AF合併需進行

心導管檢查或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時”之治

療指引1, 4, 60, 131, 174。

6.6.1	顱外頸動脈狹窄與血管再通

一個芬蘭的多中心回溯性研究175，899名

缺血性腦中風或TIA的AF病人，165名(18.3%)

同時合併≥50%的症狀性頸動脈狹窄，與缺乏

頸動脈狹窄的病人相比，平均追蹤3.5年，其缺

血性腦中風復發的風險更高(21.2%比12.7%; p = 

0.005)，也有較高的CHA2DS2-VASc scores (4.3

比3.3; p≦0.001)，多變數分析顯示，對於有缺

血性腦中風或TIA的AF病人，合併≥50%的症

狀性頸動脈狹窄是缺血性腦中風復發與30天死

亡率的獨立危險因子。目前針對此狀況的臨床

處置缺乏臨床證據與大型研究，根據2018年歐

洲心臟學會建議60，針對AF病人為有症狀的頸

動脈狹窄時，除了給予statin治療外，可考慮

衡量個別病人利益風險後，出血風險相對較小

的病人可考慮短期使用單一抗血小板藥物加上

NOAC，但仍缺乏臨床證據並需要更一進步研

究，目前並不建議長期同時給予抗凝血劑與抗

血小板藥物，因其會增加病人出血風險。

頸動脈狹窄的血管再通療法包括頸動脈內

膜剝除術(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與頸動脈

支架置放(carotid stenting, CAS)，根據Cochrane

文獻回顧176，AF合併症狀性嚴重頸動脈狹窄病

人，血管再通的方式較建議使用CEA，相較於

CAS，能避免病人必須在OAC之外，額外使用

雙重抗血小板藥物進而增加重大出血事件的風

險。

目前接受CAS的AF病人，仍缺乏臨床證

據與大型研究提供治療建議，心臟科領域則已

有RE-DUAL PCI (dabigatran 110/150 mg)177、

PIONEER AF-PCI (rivaroxaban 15/10 mg)178 及

AUGUSTUS (apixaban 5/2.5 mg)179 大型的RCTs

發表其結果，針對急性冠心症病人或接受冠

狀動脈支架置放病人置放後使用NOAC與單一

P2Y12抑制抗血小板藥物(NOAC雙抗組;通常

是clopidogrel)或傳統VKA加上雙重抗血小板

藥物(VKA三抗組)的效果與安全性的比較。合

併這三個臨床試驗的統合分析結果顯示180，在

9,463名病人中(其中53% 患有急性冠心症)，

NOAC雙抗與VKA三抗組相比，任何出血事

件呈現明顯減少(OR: 0.598; 95% CI: 0.491-

0.727; p≦0.001)，而任何NOAC-based regimen

和任何VKA-based regimen相比同樣有顯著較

低的任何出血事件(OR: 0.577; 95% CI: 0.477-

0.698; p≦0.001)。腦中風和死亡率則NOAC雙

抗與VKA三抗組相似，但在心肌梗塞方面，

NOAC雙抗組存在著趨勢性但統計上不顯著的

風險增加(OR: 1.211; 95% CI: 0.955 - 1.535; p = 

0.115)，且存在明顯更高的支架血栓形成風險

(OR: 1.672; 95% CI: 1.022 - 2.733; p = 0.041)。最

後在2019年發表的ENTRUST-AF PCI (edoxaban 

60/30 mg)181 共有1,506名病人參與並隨機分配到

edoxaban雙抗組n=751)或VKA三抗組n=755)。

在 edoxaban組中，有128位病人(annual event 

rate 20.7%)，而在VKA組中，有152位病人

(annual event rate 25.6%)出現任何出血事件

(OR: 0.83 non-inferiority; 95% CI: 0.65-1.05; p = 

0.001)，並且在缺血性事件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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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顱內動脈粥狀動脈狹窄

一項韓國的研究182，780名平均69.5歲的

AF腦中風病人，231名(29.6%)合併≥50%顱內

動脈狹窄，CHADS2 score與顱內狹窄的動脈數

目有正相關(r=0.187; p≦0.001)。AF病人發生

缺血性腦中風的機轉不全然來自心臟狀況(心

房內栓子、低左心耳血流、左心房自發性回

音)，也可能與血管粥狀動脈硬化有關，包含顱

內狹窄182、主動脈弓斑塊183、頸動脈狹窄184。

另一個韓國回溯性研究，401名缺血性腦中風

病人合併有已知或新診斷AF185，將腦中風機轉

分為心臟相關與非心臟相關危險因子，發現隨

著CHA2DS2-VASc score分數增加，兩者的危險

因子數目皆增加，心臟相關危險因子與持續型

AF、身體質量指數、心衰竭、左心房的volume 

index相關；而非心臟相關危險因子年齡、高

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鈣化指數相關，過去

研究的確顯示有部分已服用OAC的NVAF病人

再發生缺血性腦中風是與非心因性危險因子有

關，包含顱內動脈狹窄186。

目前針對非心因性缺血性腦中風的預防是

使用抗血小板藥物，但面對缺血性腦中風且合

併有顱內動脈狹窄的AF病人，目前仍缺乏臨床

證據與大型研究，同時給予OAC與抗血小板藥

物作為預防用藥，長期使用會增加出血風險，

應考量個別病人血栓風險與出血風險後再調整

用藥。

治療決策思考的重點包括：AF造成血栓栓

塞的風險與合併抗血小板劑時出血風險的平衡

評估；動脈粥狀硬化疾病是穩定或非穩定(急

性或慢性)的；以及併用抗血小板藥物的持續時

間。

由於相關研究結果中的血栓栓塞事件太

少，以至於統計效力不足以確定藥物效力，只

能確定藥物的出血安全性。目前的證據顯示:

(a) O A C  (包括w a r f a r i n、 r i v a r o x a b a n、

dabigatran或apixaban)併用一種抗血小板藥

物(clopidogrel)要比併用兩種抗血小板藥物

來的安全，出血風險較低。

(b) 若抗凝血劑需併用一種抗血小板藥物時，

clopidogrel是比aspirin安全的選擇。

(c) 抗凝血劑需併用aspirin時，選擇低劑量75-

100 mg是比較安全的選擇。

(d) 抗凝血劑併用兩種抗血小板藥物時，盡量不

要超過4-6週，以免增加出血的風險。

(e) 較新的抗血小板藥物，如 t icagrelor以及

prasugrel與抗凝血劑併用的出血安全性還沒

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其安全性。

建議：

(1) A F合併動脈粥狀硬化疾病的病人，若

CHA2DS2-VASc ≥ 2分時，應開立OAC來

預防血栓事件(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B-R)。

(2) AF合併症狀性動脈粥狀硬化疾病或是需

進行動脈狹窄介入治療的病人，在開立抗

血小板藥物後，評估需使用抗凝血劑時，

併用NOAC會比併用VKA來的安全，有較

低的出血風險; 並建議早期停用aspirin (1-4

週)，並持續使用OAC和P2Y12受體拮抗

劑的雙抗治療，相較於三重治療(OAC、

P2Y12受體拮抗劑和aspirin)，可降低臨床上

相關出血的風險(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A)。

6.7	特定的臨床狀況–AF合併認知
功能障礙或失智症

認知功能障礙或失智症常見於老年族群，

AF為失智症的危險因子之一187。在AF的病人

中，OAC被認為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風險，此好

處在年長者族群更為明顯188-190；至於AF病人使

用VKA與NOAC對於失智風險的降低效果孰優

孰劣，近期數個觀察性研究顯示在AF的病人中

NOAC相較於使用warfarin或不使用抗凝血劑的

病人有較低的失智發生率191-193，且失智病人使

用VKA達到標準治療區間的時間明顯不足，且

有較高的出血風險194, 195。



2024台灣腦中風學會非維他命K拮抗劑口服抗凝血劑用於心房纖維顫動病人腦中風預防治療指引更新

30

相較於非失智病人，腦血管事件對失智病

人可能造成認知功能下降、喪失自主能力，並

增加住院風險196。因此，失智症病人合併AF需

要嚴格的腦中風預防。病人對於NOACs使用

的順從性十分重要，年齡、失智症、多重用藥

以及每日兩次(bid)的給藥都已被證實可能影響

NOAC的順從性，進而導致出血或血栓事件197, 

198。照護人員的監督、遠距醫療或其他輔助技

術可提高失智族群對藥物的順從性2。建議定期

評估老年AF病人的認知功能，尤其是藥物使用

的順從性。

建議：

(1) 失智且合併AF的病人可考慮使用NOAC，

其安全性較VKA高，且對失智風險的降

低效果較佳(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NR)。

6.8	特定的臨床狀況–AF合併體重
過高和低體重	

體重和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是

影響藥物分布、藥物血中濃度與清除的重要變

項，在極端體重的情況下，NOAC可能會出現

劑量過量或不足的情況。肥胖的人的腎絲球過

濾率與腎臟血流量會上升，進而導致OAC的清

除增加199。過去的研究也證實肥胖的病人需要

使用更長的時間和更高的VKA劑量才能達到治

療目標值200。

在真實世界數據的分析中，使用固定劑量

的NOAC並不因BMI上升(範圍13.7–57.2 kg/m2)

而影響其安全性和療效201。一個系統性回顧和

薈萃分析以及回溯性研究顯示，與VKA相比，

在病態性肥胖(BMI ≥ 40 kg/m2)的AF病人和低

體重(BMI < 18.5 kg/m2)的AF病人中，NOACs仍

保留了有效性和安全性202, 203。最近發表的一個

小型回顧性研究針對體重超過140公斤或BMI 

≥ 50的AF病人，使用NOACs (n=80)與warfarin 

(n=205)兩族群的安全性和效力沒有差異(出血

事件：17.5% vs 17.1%; p≧0.05)204；綜合RE-

LY、ROCKET-AF、ARISTOTLE和ENGAGE-

AF TIMI 48試驗對於肥胖次族群的薈萃分析，

建議BMI≧40的AF病人考慮使用warfarin作為

治療策略205。一項利用韓國健保資料庫對於低

體重族群(≤60公斤)進行NOAC和warfarin效力

與安全性比較的研究，涵蓋了兩萬多名病人，

其中72%的病人體重介於50至60公斤之間。研

究結果顯示，在體重<60公斤及體重<50公斤的

病人中，NOAC皆較warfarin有更好的淨臨床效

益(HR for composite outcome: 0.660，95% CI: 

0.606 to 0.717; 0.665，95% CI: 0.581 to 0.762, 

respectively)206。

在RE-LY trial中雖然體重低於50公斤的

病人血中藥物波谷濃度(trough concentrations)

分別較體重介於50-99公斤和≥100公斤的病

人高出 2 1 %和5 3 % 2 0 7。然而，這三組病人

使用dabigatran的安全性和保護效果均優於

warfarin，組間差異不顯著21。儘管如此，有個

案報告指出，在極度肥胖的病人(BMI ≥  40)可

能因血漿藥物濃度過低而導致治療失敗208。此

外，使用dabigatran時，若BMI越低，則與較高

的重大出血發生率相關，尤其合併慢性腎病變

時，dabigatran就不是理想的選擇2, 209。

藥物動力學試驗顯示，在體重>120公斤的

病人中，不會影響rivaroxaban的Cmax，但在體

重≤50公斤的病人中，Cmax可能增加24%；然

而，area under curve (AUC)不受體重或性別的

影響。臨床上rivaroxaban的安全性與耐受性不

受體重的影響210, 211。

Apixaban在體重≥120公斤的病人中可能會

降低其Cmax及AUC，而在體重≤50公斤的病人

中可能會增加Cmax及AUC。然而，CrCl及耐受

性則不受體重的影響212。在ARISTOTLE試驗的

事後分析中，相對於warfarin，apixaban在各種

體重區間(≦60公斤、60~120公斤、>120公斤)

都顯示出在療效和安全性方面的優勢，不過值

得注意的是，研究中超過80%的參與者的體重

介於60至120公斤之間。此外，重大出血事件的

發生率在≦60公斤的病人中仍較>120公斤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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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213。在低BMI組(BMI: 18.5-25)相對於肥胖

組(BMI≧30)有較高的死亡率214。 

在ENGAGE AF-TIMI 48試驗中，Edoxaban

的藥物動力學和藥效學特性在體重≦55公斤(低

體重)、79.8-84公斤(中體重)和≧120公斤(高體

重）這三組中保持一致。在腦中風和全身性栓

塞事件的預防方面，與warfarin相比，這三組均

表現出相當的效果。在低體重組中，重大出血

風險和淨臨床結果顯著優於warfarin，而整體

出血風險(主要或非主要出血)在低體重和中體

重組中均顯著低於warfarin215。BMI與結果分析

指出，在edoxaban的療效和安全性方面，其在

BMI 18.5至40以上的區間中表現一致216。一項

針對日本族群的臨床試驗納入可能不適合使用

抗凝血劑的年長(≧80歲)AF病人，包括具有重

要器官出血病史 (例如，顱內或腸胃道出血)、

體重極輕(≦45 kg)以及需長期使用NSAIDs或抗

血小板製劑的病人。該試驗發現，與安慰劑相

比，使用edoxaban低劑量(15 mg)每年可顯著降

低腦中風/全身性栓塞的絕對風險(edoxaban組：

2.3%與placebo組：6.7%; HR: 0.34; 95% CI: 0.19 

to 0.61; p≦0.001)，而重大出血風險的絕對風

險每年則增加1.5% (未達顯著差異，HR: 1.87; 

95% CI: 0.90 to 3.89)164。

建議：

(1) 體重介於60~120公斤的病人使用NOAC是有

效且安全(Class 1, Level of Evidence A)。

(2) 體重小於60公斤的病人可優先考慮NOAC的

減藥條款(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R)。

(3) 體重極輕(≤45 kg)的病人在使用NOAC時

需謹慎或監測藥物濃度(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NR)。

(4) 體重介於120~140公斤的病人在使用NOAC

時需謹慎或監測藥物濃度，或考慮使用

VKA (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NR)。

(5) 體重大於140公斤的病人可考慮轉換為VKA，

或監測NOAC的藥物濃度(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C-LD)。

7.	NOAC的藥物交互作用

使用VKA時需考慮多種食物和藥物的交互

作用。NOAC的交互作用較少，但處方NOAC

時仍需考慮共病症以及與其代謝有關的併用藥

物。

NOAC在吸收、分佈、代謝和排泄上略有

差異。對大多數NOAC而言，影響其在血液中

濃度的關鍵是P-glycoprotein (P-gp)和CYP450

酶。P-gp在腸道中影響NOAC的吸收，在腎臟

則參與了NOAC的主動排泄。肝臟中的CYP450

酶則影響NOAC的代謝。其他蛋白如調節細胞

攝取(organic anion-transporter polyprotein, OATP

和外排轉運蛋白(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BCRP)也與NOAC的藥物濃度有關2, 217。現行

常用的四種NOAC和機轉的關係如表9所列2, 217-

221。

一般而言，不建議與會抑制或誘導P-gp和

/或CYP3A4的藥物同時使用NOAC。誘導P-gp

或CYP3A4的活性 (如rifampicin、carbamazepine

等)222, 223 會顯著地降低血液中NOAC濃度，

進而增加血栓生成風險；反之，抑制P-gp或

CYP3A4的活性則可能增加出血風險2, 224。目前

只有一個三期前瞻性研究針對併用強效P-gp抑

制劑提出減藥建議，即ENGAGE-AF研究中接

受強效P-gp inhibitors如quinidine或dronedarone

治療的病人須降低edoxaban劑量24。

7.1	NOAC和抗癲癇藥物

抗癲癇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 ASM)

如phenytoin, phenobarbital, carbamazepine等會

誘導CYP3A4且會誘導或競爭P-gp轉運蛋白，

進而影響NOAC血中濃度，故2021年歐洲心臟

學會建議避免上述ASM與NOAC同時使用或

謹慎使用2, 226, 227。Oxcarbazepine 則是輕度誘導

CYP3A4活性，降低部分種類NOAC的效力。

Valproic acid對CYP3A4酶與P-gp活性的影響存

在爭議，但已知其會影響凝血(chemostasis)功

能，例如引起血小板低下、血小板功能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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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降低血漿中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等。綜

合以上原因，不建議同時使用NOAC和valproic 

acid228。

Levetiracetam並不影響CYP3A4活性，但

對於P-gp活性的影響仍有爭議。在動物實驗中

發現使用levetiracetam會使腦內的P-gp substrate

濃度降低229；在人體的個案報告中顯示，併用

levetiracetam與rivaroxaban會使其血中濃度降

低，可能導致血栓事件230。因此，臨床上應謹

慎考慮與NOAC併用，或注意可能降低NOAC

血中藥物濃度的情況。

Topiramate雖不影響P-gp活性，但會誘

導CYP3A4活性，進而導致NOAC (apixaban, 

rivaroxaban)濃度下降，兩者在併用時須謹慎

考慮。而zonisamide, gabapentin, pregabalin, 

lamotrigine藥物機轉上與P-gp及CYP3A4酶活

性無關，故與NOAC併用時藥物交互作用風險

低。

第三代ASM brivaracetam，目前已知不會

抑制或誘導CYP1A2與CYP3A4的活性，也不會

影響轉運蛋白如P-gp、BCRP與OATP的活性231, 

232；另一第三代ASM，lacosamide，藥理上不

影響P-gp活性，也不會抑制或誘導CYP450酶的

活性(除了CYP2C19)233, 234。因此，brivaracetam

及lacosamide與NOAC併用時藥物交互作用風險

低。

大多數針對NOAC和ASM之間的藥物交互

作用證據多來自體外(in vitro)或生物體內(in vivo)

研究。最近一篇pilot study，納入了31名同時使

用NOAC和ASM的病人。研究發現，酵素誘導

型ASM會降低NOAC的血漿濃度，進而增加血

栓事件的風險，其中rivaroxaban的血漿濃度受

表9　NOAC代謝機轉

機轉 Dabigatran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 

CYP450 enzymes
- 藥物代謝的關鍵
- CYP450 
enzymes：
CYP1A2 
CYP2C9 
CYP2C19 
CYP2D6 
CYP3A4 
CYP3A5

Not a substrate, 
inhibitor, or 
inducer of CYP450 
enzymes

CYP3A4 (≈18%) CYP3A4 (≈25%); 
亦經由CYP1A2, 
CYP2J2, CYP2C8, 
CYP2C9, 和
CYP2C19

CYP3A4 (<4%)

P-gp外排轉
運蛋白(efflux 
transporter 
protein)，影響藥
物在腸道吸收與
腎臟排泄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BCRP
參與藥物代謝和
攝取的外排轉運
蛋白

No activity Substrate Substrate No activity

OATP流入轉運蛋
白

Weak inhibitory 
effect

Substrate No activity Weak inhibitory 
effects

CYP450：cytochrome P450; P-gp：permeability glycoprotein；BCRP：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OATP：organic anion-transporter poly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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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影響最大(OR: 0.00; 95% CI: 0.00-0.62)。

相反地，非誘導型ASM，如br ivarace tam, 

lacosamide, lamotrigine, zonisamide，與NOAC合

併使用較不會影響其濃度235。期待後續更多人

體的研究報告，提供更高的證據等級。

建議：

(1) 避免 N O A C 與誘導肝臟酵素 A S M 如

carbamazepine, phenobarbital和phenytoin

併用，會增加血栓風險(Class III, Level of 

Evidence B-NR)。 

(2) NOAC與valproic acid併用會增加出血風險

(Class III, Level of Evidence B-NR)。

7.2	NOAC和抗心律不整藥物	

Amiodarone是CYP3A4和P-gp的抑制劑，

並且以不同程度抑制CYP1A2、CYP2C9和

CYP2D6217。一個以台灣健保資料庫分析的回

溯性世代研究顯示236，兩者併用相較於單獨使

用NOAC (dabigatran, rivaroxaban或apixaban)會

顯著增加重大出血發生率(rate difference: 13.94; 

99% CI: 9.76-18.13 per 1000 person-years)。

Dabigatran和amiodarone併用會使dabigatran

濃度上升，在CrCl >50 ml/min的病人上是安全

的；但在治療深層靜脈栓塞或肺栓塞的腎功

能中度受損的病人(CrCl <50 ml/min)，或CrCl 

< 30 ml/min的NVAF病人，應避免使用此組合

2, 217。腎功能不全的病人(CrCl <80 ml/min)如併

用rivaroxaban和amiodarone，會增加rivaroxaban

的血液中藥物濃度 237 ,  238，且會增加出血風

險(OR: 1.68; 95% CI: 1.14-2.49)與住院天數

(rate difference: 28.0 events; CI: 18.4-37.6 events 

per 1000 person-years)226, 239。Edoxaban在併用

amiodarone時不需要調整劑量，而ENGAGE 

AF tr ial顯示低劑量edoxaban (30 mg)併用

amiodarone可以降低缺血事件，同時不會顯著

增加重大出血事件240。在一近期大型(N=91590)

回溯式世代研究顯示apixaban與amiodarone併用

相較於flecainide或sotalol併用有較高的出血風

險(rate difference: 9.1 events; CI: 2.8-15.3 events 

per 1000 person-years)239。

Dronedarone是CYP3A4和P-gp的中度抑

制劑。Dabigatran併用dronedarone會顯著增加

dabigatran的藥物濃度241，但dabigatran並無三

期研究去驗證減少劑量的標準；JACC建議

dabigatran與dronedarone至少間隔2小時給予。

對於CrCl介於30至50 ml/min的病人，dabigatran

的劑量應減至75 mg bid217。Rivaroxaban的藥物

濃度會受到dronedarone的影響，可能增加出血

風險237, 242, 243，目前EHRA與JACC均不建議兩者

併用，特別是對於腎功能不全者。Edoxaban與

dronedarone併用會使其濃度顯著上升，目前只

有edoxaban有前瞻性的三期研究針對併用藥物

的劑量減少標準，即當與dronedarone併用時，

建議將edoxaban的劑量減少50%24。Apixaban與

dronedarone併用時可能會增加重大出血機會，

但目前無明確指引建議劑量調整242。

Digoxin是P-gp轉運蛋白的受質，與上述四

種NOAC併用時不會影響其濃度2。真實世界數

據資料庫的分析上亦未顯示兩者併用會增加重

大出血風險236。

建議：

(1) NOAC與amiodarone併用時需注意潛在的出

血風險，特別是在腎功能不全的病人(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NR)。

(2) Dabigatran或rivaroxaban與dronedarone併用

會增加出血風險，不建議此併用(Class III, 

Level of Evidence B-NR)。

(3) Edoxaban與dronedarone併用時建議將

edoxaban的劑量減少50% (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B-R)。

(4) Digoxin與NOAC併用時不會影響其濃度

(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NR)。

7.3	NOAC和鈣離子通道阻斷劑藥物

Diltiazem和verapamil是弱到中效的P-gp和

CYP3A4抑制劑。Verapamil與dabigatran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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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取決於verapamil的劑型與給藥時間；緩釋

劑型、分散劑量給予，或是與dabigatran間隔

兩小時給予可以降低藥物的交互作用217，仿單

建議兩者併用時降低dabigatran劑量至110 mg 

bid。Diltiazem則被認為不會影響dabigatran的藥

物濃度。

D i l t i a z e m會增加 a p i x a b a n的A U C和

Cmax244，但目前缺乏apixaban與verapamil

併用的藥物動力學數據。目前認為apixaban

和diltiazem或verapamil併用是安全的2, 217。

Verapamil會增加rivaroxaban的全身暴露與出血

風險(OR: 2.18; 95% CI: 1.07-4.40)，尤其是在

腎功能不全者更為明顯226, 245, 246。因此，兩者

併用時需謹慎小心。而diltiazem不會顯著影響

rivaroxaban的藥物濃度2, 245。

Verapamil會增加edoxaban的AUC達52.7 

%247，雖然藥物仿單無減量的建議，但兩者併

用仍需謹慎小心2。目前無edoxaban與diltiazem

併用的藥物動力學數據，但併用可能是安全的

2, 217。常見藥物與NOAC交互作用和對血漿濃度

的影響如表10所列。

表10　常見藥物對非維生素K拮抗劑口服抗凝血劑血漿濃度的影響

機轉 Dabigatran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
抗癲癇藥

Oxcarbazepine CYP3A4 induction; P-gp 
competition

O 謹慎 謹慎 O

Carbamazepine Strong CYP3A4/P-gp 
induction

禁忌 禁忌 謹慎 謹慎

Phenobarbital Strong CYP3A4/possible P-gp 
induction

謹慎 禁忌 謹慎 謹慎

Phenytoin Strong CYP3A4/P-gp 
induction

禁忌 禁忌 謹慎 謹慎

Valproic acid CYP3A4/P-gp induction/
inhibition

禁忌 禁忌 禁忌 禁忌

Topiramate CYP3A4 induction O 謹慎 謹慎 O
Lamotrigine P-gp competition O O O O
Zonisamide CYP3A4 competition; weak 

P-gp inhibition
O O O O

Gabapentin - O O O O
Pregabalin - O O O O
Levetiracetam P-gp induction; P-gp 

competition
謹慎 謹慎 謹慎 謹慎

Lacosamide - O O O O
Brivaracetam - O O O O
抗心律不整藥

Amiodarone Moderate P-gp inhibition 謹慎 謹慎 謹慎 謹慎

Dronedarone P-gp and CYP3A4 inhibition 禁忌 禁忌 謹慎 仿單建議 
30 mg qd

Digoxin P-gp competition O O O O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

Diltiazem Weak P-gp and CYP3A4 
inhibition

O O O O

Verapamil P-gp inhibition; weak 
CYP3A4 inhibition

仿單建議 
110 mg bid

謹慎 O 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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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Diltiazem與NOAC併用無預期相關的交互作

用(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C-LD)。

(2) Verapamil與dabigatran併用時宜分散給藥時

間，或降低dabigatran劑量(Class IIa, Level of 

Evidence C-LD)。

(3) Verapamil會增加rivaroxaban和edoxaban的藥

物濃度，併用時需謹慎(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C-LD)。

8.	服用NOAC的遵從性與持續性

遵從性 (Adherence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定義為「病

人的行為與醫療提供者所商議相符的程度」

248。當我們聚焦於使用藥物的遵從性時，就包

含了使用藥物的劑量和使用頻率；而持續性

(persistence)指的則是持續用藥的時間249。服藥

的遵從性與持續性都非常重要，尤其是NOAC

比起VKA的半衰期更短，藥效在12-24小時後就

會退去。不遵從醫囑用藥會使得發生栓塞的機

率上升。一篇系統性回顧文獻指出，遵從性不

佳的族群腦中風的風險顯著地上升了39% (HR: 

1.39; 95% CI: 1.06–1.81)，然而出血的風險並

不比遵從醫囑服藥的族群低(HR: 1.04; 95% CI: 

0.97–1.11)250。

在過去的回顧性研究中，NOAC藥物遵從

性數據範圍相當廣，從38%到99%都有，原因

是各研究對於遵從性的定義與方法學不盡相同

2。近期一篇義大利多中心的回溯性研究251，評

估接受NOAC治療的AF病人在現實中，第三年

的藥物遵從性分別為rivaroxaban 87%, apixaban 

86%, dabigatran 72%，而持續性則為rivaroxaban 

85%, apixaban 85%, dabigatran 64%。這樣的結

果基本上與台灣本土數據差不多，一個利用

台灣健保資料庫252 與數個台灣本土小型觀察

性研究報導253-255，NOAC藥物遵從性分別為: 

rivaroxaban 65-85%, apixaban 74-86%, dabigatran 

58%, edoxaban 85%。Dabigatran藥物的遵從性

及持續性低於其他NOAC，原因可能與其腸胃

道副作用、不可磨粉、依賴腎臟排泄有關。

也有些研究指出，一天一次比起一天兩次的

NOAC藥物遵從性會更好256。

服藥持續性會隨著時間下降，一個比利

時國家資料庫的資料顯示，使用NOAC一年

後約只有70%的人持續服藥，五年後只剩下

44%198。雖然NOAC藥物的優點是不需監測

藥物濃度，但是持續回診追蹤病人服藥情形是

必要的。同時此研究亦指出，使用NOAC的遵

從性及持續性優於VKA198, 257，加上NOAC相較

VKA的種種優點，NOAC仍是較好的抗凝血藥

物選擇。

根據一篇英國的病歷回溯性研究指出，年

輕、腎功能較差、以及CHA2DS2-VASc分數較

低的病人，較容易中斷NOAC使用258。為了提

高這些病人服藥的遵從性與持續性，醫師除了

向病人強調藥物的重要性，同時一些實際的臨

床技巧，或可增加病人服藥的正確性2, 259，例

如：

1. 病人教育

在開始使用藥物前，充分的教育病人使

用NOAC的必要性是很重要。醫師可以用一

些工具輔助衛教，例如衛教單張、藥物小卡

(圖3)。也可以利用一些問卷了解病人對於

藥物的認識程度，再針對病人不清楚的地方

加強教育。一些常見的問題，例如: 如果忘

記服藥時怎麼辦、要進行手術時是否應該停

藥，也應該給予教育。

2. 家人的參與

家人應該也要了解NOAC使用的注意事

項，並了解遵從醫囑用藥的重要性，特別是

在年紀較大或認知功能不佳的病人，家人的

參與更重要。

3. 定期的回診追蹤

定期的門診追蹤重點包括：是否有發生

栓塞/出血事件、藥物副作用、是否有按時服

藥、服用劑量是否正確等藥物諮詢。以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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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抽血追蹤腎功能，在≧75歲病人或是

脆弱病人(特別是使用dabigatran者)，可考慮

每3-6個月抽血一次；其他病人可以考慮每

6-12個月抽血一次；若是有發生突發事件可

能影響腎功能(如感染、NSAID的使用、脫水

等等)，則立即追蹤。

4. 事先分藥於藥盒中

使用標示日期的藥盒分藥，既可輔助病

人不會搞錯吃藥時間和劑量，也可以清楚知

道病人何時沒有服用藥物。

5. 電子智慧裝置的輔助

因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可以利用應用程

式 (application, app)提醒病人該吃藥的時間。

6. 透過健保卡讀取領藥紀錄

可知道病人是否有領藥紀錄、是否有延

遲領慢性病處方籤或未領慢性病處方簽的情

況，推測病人的服藥遵從性。

9.	抗凝血劑之間的轉換

抗凝血劑之間的轉換，主要考量為藥物

的藥理特性及病人代謝速度(腎功能)，以減

少轉換之間的血栓或出血事件發生。詳細的

轉換方式，根據各家仿單整理如表11。其中

edoxaban在ENGAGE AF-TIMI 48的試驗中，病

人由edoxaban轉為warfarin時，接受了半量的

edoxaban直到INR>2，結果顯示這樣的轉換過

程可以避免增加栓塞的風險，因此edoxaban的

仿單依據此方式轉換124，但在其他NOAC並不

清楚這樣的劑量轉換方式是否安全。

2021年EHRA治療指引將仿單中的內容簡

化，從VKA轉為NOAC時，停藥直到INR<2即可

使用NOAC，INR<2.5則是隔天可使用NOAC。

從NOAC轉為VKA時，NOAC與VKA併用3-5天

後檢驗INR，當INR>2以後可停止NOAC，並在

停止NOAC後的1-3天重新檢驗INR，以確保INR

延長並不是因為NOAC的影響2。

圖3　NOAC藥物小卡(改編自2021 EHRA治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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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OAC於手術或檢查前後
之使用

(1) 緊急手術或檢查：必須立即施行，不能延

後的手術，否則將會危及性命、造成器

官不可逆的損壞。在REVERSE-AD91研

究中，使用idarucizumab反轉dabigatran的

作用，收案的條件包括急性出血以及需

要緊急手術的病人。然而在ANNEXA-4

的試驗中94，使用andexanet alfa反轉Factor 

Xa inhibitor，收案條件只有急性出血並

沒有包括需要緊急手術的病人。即便如

此，Andexanet alfa用於需要緊急手術或

檢查的情況，應該是合理的，但目前在

台灣andexanet alpa尚未核准使用，使用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的病人，可

考慮以PCC 25-50 U/kg替代260, 261。

(2) 擇期手術或檢查：手術前必須同時考量病

人的栓塞風險與手術的出血風險，綜合考

量病人的年紀、出血病史、用藥史等等情

況，打造個別化的停藥計畫。並在停藥前

給予病人完整的衛教，最好能以格式化的

表單清楚註明停藥與再開始服藥的時間。

此停藥計畫書除了給予病人本人，也應該

交付給負責手術的外科醫師及麻醉醫師知

曉。

根據手術出血的風險及出血的後果，一般

將手術歸類為高風險、低風險以及極低風險三

個類別。表12整理文獻中的手術風險分類以資

參考，但建議與實際手術的外科醫師溝通以了

解個別病人的出血風險2, 262, 263。

在2021年EHRA治療指引中，認為治療AF

心導管燒灼術前不需要暫停NOAC使用。雖然

心導管檢查有潛在的動脈穿刺處出血及心臟出

血等風險，但同時也增加栓塞性腦中風的可能

性0.5%-1%264。近年國際治療指引也建議不停

止抗凝血劑的使用265-269，因此將心導管燒灼術

等非複雜心臟介入治療納入極低出血風險類

別，術前不需暫停抗凝血劑。

腰椎穿刺可能帶來脊髓血腫的風險，但

相關文獻並不多。文獻上較多著墨的是硬膜

外或是脊髓內麻醉造成脊髓血腫的發生率，

從1/1300到1/200000都曾被報導270，凝血功能

異常會增加脊髓血腫的風險271。雖然出血的量

不大，但血腫壓迫脊髓神經可能帶來嚴重的殘

障。因此大部分的麻醉指引皆建議在神經軸

麻醉之前幾天暫停抗凝血劑270, 272, 273。然而在

緊急需要腰椎穿刺的情況下，例如腦膜炎，衡

量出血風險與栓塞風險後，先給予反轉劑如

idarucizumab, andexanet alfa, PCC再進行腰椎穿

刺可能是安全的274。

A. 若手術屬於極低出血風險，一般不需停止服

用NOAC，手術當天早上跳過一次服藥，手

術完成後6小時沒有明顯出血便可以繼續正

常服藥。

B. 若手術屬於低出血風險或高出血風險，建議

停用各種NOAC的時間與病人腎功能對照如

表13。根據2019年PAUSE study，這樣的停

藥時間計畫表是相對安全的，大出血事件的

發生率介於0.9-1.85%，栓塞事件的發生率

介於0.16-0.6%263。但停藥時間仍須參考每個

病人的情形調整，若同時併用會增加NOAC

濃度的藥物例如：amiodarone, dronedarone, 

verapamil，則可建議多停藥12-24小時。低

出血風險手術於6-24小時後無繼續出血即可

正常服藥。高出血風險手術則等到48小時後

開始正常服藥。

11.	 口服抗凝血劑用於未知來
源之栓子腦中風的角色

未知來源之栓子腦中風(embolic stroke of 

undetermined source, ESUS)為經過常見病因學

調查後(包括腦部影像檢查、短期心律監測、

心臟超音波檢查、頭頸部血管影像檢查及抽血

檢查)，仍未能找到造成腦梗塞之栓子來源的

腦中風275。ESUS約佔腦中風病人的17% (範圍

為9-25%)276，其可能的原因包括主動脈動脈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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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剝落、左心房及左心室疾病、右心至左心分

流、心臟瓣膜疾病等277。由於ESUS的病因在

早期被認為應有一定比例為隱蔽性AF (covert 

AF)，因此臨床試驗開始嘗試於ESUS病人使用

NOACs做為腦中風次級預防。

N AV I G AT E - E S U S  ( N e w  A p p r o a c h 

表12　手術出血風險

高出血風險 (2日內大出血風險 ≥2%)

• 手術時間>45分鐘的手術
• 癌症腫瘤切除手術
• 心臟手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瓣膜換置)
• 主動脈重建手術(動脈瘤修復)
• 複雜侵入性心臟治療(移除節律器導線、心外膜心室頻脈電燒)
• 神經手術(顱內、脊髓內手術)
• 腹腔手術(肝臟、腎臟、胃腸切除，含肝臟腎臟切片)
• 胸腔手術
• 泌尿道手術(經尿道攝護腺刮除、體外震波碎石)
• 骨科手術(關節換置手術)
• 硬膜外麻醉、腰椎穿刺
• 複雜性內視鏡切除治療(多處大腸息肉切除、ERCP括約肌切開術)

低出血風險(2日內大出血風險 <2%，或出血不致產生嚴重後果)

• 複雜性牙科治療、多顆牙齒拔牙(>3顆)
• 膽囊切除
• 內視鏡切片(腸胃道、膀胱、支氣管鏡)
• 乳房、甲狀腺、攝護腺切片
• 小型骨科手術(手掌、腳掌、關節鏡)
• 疝氣修補
• 痔瘡手術

極低出血風險(2日內大出血風險 <2%，且出血後果影響輕微)

• 單純拔牙(1-3顆)、植牙、根管治療等牙科治療
• 白內障手術、青光眼手術
• 內視鏡檢查(無切片)
• 皮膚表淺手術
• 非複雜性心臟節律器或植入式去顫器裝置
• 非複雜性心臟電生理檢查、經導管燒灼術
• 非緊急性冠狀動脈心導管檢查

表13　擇期手術及檢查前建議停藥時間

低出血風險手術或檢查 高出血風險手術或檢查

CrCl (mL/min) Dabigatran Factor Xa inhibitor Dabigatran Factor Xa inhibitor 

≥80 24小時 24小時 48小時 48小時

50–79 36小時 24小時 72小時 48小時

30–49 48小時 24小時 96小時 48小時

15–29 不建議使用 36小時 不建議使用 48小時

<15 不建議使用 不建議使用 不建議使用 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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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aroxaban Inhibition of Factor Xa in a Global 

Trial Versus Aspirin to Prevent Embolism in 

Embolic Stroke of Undetermined Source)試驗為

一個跨國性RCT278。該試驗納入了7,213位50歲

以上的ESUS病人，於腦中風7天至6個月內，

被隨機分配接受每日rivaroxaban 15 mg或aspirin 

100 mg的治療。所有病人至少需接受20小時心

律監測，並以此排除6分鐘以上的AF。該試驗

原預計追蹤約2年，但在追蹤中位數約11個月時

提前被終止。原因是在主要療效指標部分(腦中

風復發或全身性栓塞事件)，治療組和對照組無

統計差異(年發生率 rivaroxaban 5.1% vs. aspirin 

4.8%; HR: 1.07; 95% CI: 0.87-1.33; p = 0.52)，且

主要安全指標(重大出血事件)在治療組顯著較

高(年發生率rivaroxaban 1.8% vs. aspirin 0.7%; 

HR: 2.72; 95% CI: 0.87-1.33; p = 0.004)。其他次

要安全指標，如症狀型顱內出血、致命性出血

和非重大出血事件發生率，均於rivaroxaban組

中顯著較高。在次族群分析中，在年齡小於60

歲、亞洲人以及腎功能較佳(eGFR > 80 ml/min)

的族群中，aspirin皆較有優勢。

RE-SPECT ESUS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Evaluation in Secondary Stroke Prevention 

Compar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Oral 

Thrombin Inhibitor Dabigatran Etexilate Versus 

Acetylsalicylic Acid in Patients With Embolic 

Stroke of Undetermined Source)試驗是另一項跨

國性RCT279。該試驗納入了5,390位ESUS病人，

且合併心血管疾病風險因子。病人同樣需接受

至少20小時心律監測以排除6分鐘以上的AF。

病人被隨機分派接受每天兩次的dabigatran 150 

mg/110 mg或每天一次的aspirin 100 mg。在追

蹤中位數約19個月後，兩組在主要療效指標(所

有腦中風)方面並無統計上差異(dabigatran 6.6% 

vs. aspirin 7.7%; HR: 0.85; 95% CI: 0.69-1.03; p 

= 0.10)，次要療效指標(缺血性腦中風、非致死

性腦中風、非致死性心肌梗塞及心血管疾病相

關致死)未顯示統計學上差異。重大出血事件

在兩組之間同樣無統計差異(dabigatran 2.9% vs. 

aspirin 2.4%, HR: 1.19; 95% CI: 0.85-1.66)，但

是在次要安全指標方面，dabigatran組在臨床有

意義的非重大出血事件(clinically relevant non-

major bleeding; HR: 1.44; 95% CI: 1.12 to 1.85)及

總和出血事件(HR: 1.73; 95% CI: 1.17 to 2.54)方

面有顯著較高的發生風險；在顱內出血及危及

生命之出血方面則未顯示統計差異。

許多學者懷疑，NOAC在以上兩個試驗中

顯示的無效，可能來自於收錄族群AF比例較

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後續的兩篇RCTs因

此著重在挑選更可能發展出AF的族群，例如

同時有左心房病變之生物標記(biomarkers)、心

房頻脈事件(atrial high rate episodes)、或較高

CHA2DS2-VaSc分數等病人。

ARCADIA (AtRia l  Ca rd iopa thy  and 

Antithrombotic Drugs In Prevention After 

Cryptogenic Stroke)試驗為一個北美洲的多中

心RCT280，收錄45歲以上、6個月內發生ESUS

的病人，且有以下三項左心房病變生物標記之

一：心電圖上左心房異常(P-wave terminal force 

>5000 µV × ms in ECG lead V1)、心臟超音波中

的左心房異常(left atrial diameter index ≥ 3 cm/

m2)以及血液檢查中NT-proBNP濃度過高(>=250 

pg/ml)。實驗預計收錄1,100位病人，比較使用

每天兩次apixaban 5/2.5 mg和每天一次aspirin 85 

mg的治療結果。然而，由於期中結果在1,046

位病人中顯示，在主要療效指標(所有腦中風)

和次要療效指標(梗塞性腦中風及全身性栓塞、

腦中風及全因死亡)方面，兩組之間無顯著差

異，因此試驗提前終止281。而安全性方面，兩

組在症狀性腦出血、重大出血、全因死亡等皆

無差異。

ATTICUS (Apixaban for treatment of embolic 

stroke of undetermined source)試驗為一個德國的

RCT282，原計畫收錄500位28天內發生ESUS的

病人，且有心因性栓塞的風險因子[left atrium 

(LA) size >45 mm, spontaneous echo contrast 

in LA appendage, LA appendage flow velocity 

≤0.2 cm/s, atrial high rate episodes, CHA2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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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c score ≥4, patent foramen ovale]，同樣比

較apixaban和aspirin兩組治療。該試驗主要指

標為治療12個月後，追蹤腦部磁振造影中新發

現的腦中風病灶(含T2 weighted FLAIR imaging

及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次要指標包含

梗塞性腦中風復發、出血性腦中風、全身性栓

塞、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等。然而，該試驗同

樣在期中分析後提早結束。收錄的352位病人中

於治療組和對照組在主要指標上沒有統計上的

差異，影像新發現的腦中風病灶分別為13.6%

和16% (p  = 0.57)。在ATTICUS試驗中，儘管

加上了更多的心因性腦中風的生物標記作為

篩選條件，在追蹤過程中也有25.6%病人發現

AF283，但試驗未能證明NOAC在該族群中預防

腦中風方面優於aspirin。

總結來看，不論是純粹的ESUS或伴有心因

性梗塞風險的生物標記的病人，目前四篇RCT

均未能證明NOAC有較好的預防腦中風療效，

且出血風險相較於aspirin可能較為增加。

建議：

(1) 針對E S U S病人，使用a s p i r i n作為腦中

風的次級預防是合理的(Class I, Level of 

Evidence: A)。

(2) 針對ESUS病人，使用NOAC作為腦中風的

次級預防，療效未被證實且可能增加出血

風險(Class III, Level of Evidence: A)。

11.1	口服抗凝血劑用於有心房高
速頻脈事件或亞臨床心房纖
維顫動病人的建議

根據2020歐洲心臟學會61 及2023美國心臟

學會AF診斷及治療指引1，心房高速頻脈事件

(Arial high rate episodes, AHREs)指的是在植入

式心律紀錄裝置中，心房節率高過裝置設定閾

值(通常為每分鐘≥175下，持續時間≥5分鐘)的

事件。而亞臨床心房纖維顫動(subclinical atrial 

fibrillation)則是無症狀且先前沒有心電圖紀錄

過AF的病人，在植入式或可攜式心律紀錄裝

置所偵測的AF。心臟科學界及對於AHREs及

subclinical AF的定義有些許出入，且有時候會

有混用284。一篇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

發現，植入式心律紀錄裝置偵測到的AHREs/ 

subclinical AF會增加2.4倍的腦中風風險285。

在ASSERT (The Asymptomatic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Stroke Evaluation in Pacemaker 

Patients and the Atrial Fibrillation Reduction Atrial 

Pacing Trial)研究中發現，若subclinical AF的時

間超過24小時，對比<24小時的組別，會顯著

增加缺血性腦中風及全身性栓塞的風險(aHR: 

3.24; 95%CI: 1.51-6.95; p = 0.003)286。另一個

植入式電子裝置的資料庫研究發現，缺血性

腦中風及全身性栓塞風險，會隨著AHREs時

間增長及CHA2DS2-VASc分數增加而提高，且

AHREs的時間和CHA2DS2-VASc分數兩者有交

互作用287。在AHRE時間為6-23.5小時的病人，

CHA2DS2-VASc分數≧3分時，年腦中風的風

險將會>1% (3-4分, 1.28%; ≧5分, 2.21%)。而

當AHRE時間為23.5小時以上時，CHA2D2S2-

VASc分數≧2分時，年腦中風的風險將會高過

1% (2分, 1.52%; 3-4分, 1.77%; ≥5分, 1.68%)。

過去使用NOAC的經驗上，認為至少要在年

腦中風率1%以上的病人上使用較為合理，因

此2023年美國心臟學會AF診斷及治療指引建

議，在AHRE小於5分鐘的病人不建議使用OAC 

(class of recommendation, COR; level of evidence, 

LOE; COR: III, LOE: B-NR)；AHRE在5分鐘到

24小時病人，當CHA2DS2-VASc分數≥3分時，

可謹慎考慮使用OAC (COR IIb, LOE: B-NR)；

AHRE≥24小時病人，當CHA2DS2-VASc分數

≧2分時，使用OAC是合理的(COR IIa, LOE: 

B-NR)。然而，近期的兩篇RCTs的結果，和該

指引對於AHRE病人的建議似乎略有出入。

首先，NOAH-AFNET 6 (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High Rate Episodes)為一個歐洲多中心

RCT288，收錄65歲以上在植入式裝置(起博器、

去顫器及心律監測裝置)兩個月後偵測到AH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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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人且需至少有以下一個腦中風風險因子－

心臟衰竭、高血壓、糖尿病、過去腦中風病

史、心血管或周邊血管疾病、年齡75歲以上－

意即CHA2DS2-VASc分數≥2的受試者。受試者

隨機分派到一天一次edoxaban 60/30 mg和一天

一次安慰劑(placebo)或aspirin 100 mg。最終收

錄2,536受試者進入最終分析，平均年齡為77.5

歲，CHA2DS2-VASc分數中位數為4，AHREs持

續時間的中位數為2.8小時，且多數事件快於每

分鐘200下。該試驗在追蹤中位數約21個月時

提早終止。其主要療效指標(發生心血管相關死

亡、腦中風或全身性栓塞)顯示，治療組和對

照組無統計上差異(edoxaban, 3.2% vs. placebo/

aspirin 4%; HR: 0.81; 95% CI: 0.6-1.08; p  = 

0.15)。在梗塞性腦中風方面亦無明顯差別。但

在主要安全指標(死亡及重大出血事件)則在治

療組顯著較高(edoxaban, 5.9% vs. placebo/aspirin 

4.5%; HR: 1.31; 95% CI: 1.02-1.67; p = 0.03)，

其中主要差異來自於重大出血事件(edoxaban, 

2.1% vs. placebo/aspirin 1.0%; HR: 2.1; 95% CI: 

1.30-3.38; p = 0.002)。在NOAH-AFNET 6的次

分析中，259位(11%)病人為AHRE ≥ 24小時的

受試者，平均年齡及CHA2DS2-VASc分數和

母群體相似，使用edoxaban的組別腦中風比

率為4.3%/人年，placebo/aspirin組別的6.9%/

人年。以24小時為切分點的分組交互作用分

析，在療效指標(p-interaction = 0.65)和安全指

標(p-interaction = 0.98)部分皆未達統計顯著。

以AHRE時間做為連續變相的分析亦確認此現

象。

最新發表的ARTESIA (Apixaban for Stroke 

Prevention in Subclinical Atrial Fibrillation)試驗

為一個跨國多中心的RCT289，收錄在植入式裝

置中(起博器、去顫器及心律監測裝置)記錄到

至少一次6分鐘至24小時的subclinical AF，且

CHAD2S2-VASc≥ 3分的病人，隨機分配到使用

一天兩次apixaban (5/2.5) mg及一天一次aspirin 

75 mg兩組。共收錄4,012位病人，平均年紀約

77歲，平均CHA2DS2-VASc分數為3.9，平均

最長的subclinical AF為1.47小時。兩組各約有

24%病人，在中位數約18.3個月時，發展成大

於24小時的subclinical AF或clinical AF，並開始

使用抗凝血劑(開放標記族群, open-label)。在

主要療效指標(腦中風及全身性栓塞)顯示，治

療組有顯著較低的發生率(apixaban, 0.78% vs. 

aspirin 1.24% per patient-year, HR: 0.63; 95%CI: 

0.45-0.88; p  = 0.007)。在缺血性腦中風(HR: 

0.62; 95%CI: 0.43-0.91)及所有腦中風(HR: 0.64; 

95%CI: 0.46-0.90)部分，治療組同樣有顯著較

低的風險。腦中風嚴重度部分，apixaban組有

顯著較低的比例造成失能或死亡。在主要安全

指標(重大出血事件)部分，治療組有較高的風

險(apixaban, 1.71% vs. aspirin 0.94% per patient-

year, HR: 1.8; 95% CI: 1.26-2.57; p = 0.001)。但

造成血液動力學不穩的狀況較少，大部分僅需

保守治療(如輸血)。其他在致死性出血、症狀

性顱內出血等兩組並無差別。

合併上述研究，目前NOAC用於AHRE或

subclinical AF的相關證據尚未能在療效部分有

一致的結果，且比上對照組皆有增加出血風險

的趨勢，未來還有待更多研究來回答此臨床情

境。

建議：

(1) 針對植入式監測裝置所偵測到的AHREs及

subclinical AF病人，需個別化地考量AHRE/ 

subclinical AF的持續時間及CHA2DS2-VASc

分數。使用NOAC以預防梗塞性腦中風及全

身性栓塞也許為合理的考量(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R)。

12.	 左心耳封堵術在腦中風
預防的角色

AF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心律不整，約佔總

人口的0.5–1%。患有AF的病人得到腦中風的

機率是正常人的5倍290，需要長期服用抗凝血

劑來預防腦中風62。然而不管是服用warfarin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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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C，根據研究約有三成病人在服藥二年後

藥物順從性就會開始降低291。OAC的RCT驗顯

示，AF病人即使服用抗凝血劑，每年仍約有

0.7% (針對初級預防)至2% (次級預防)的腦中

風風險。另有部分病人因與抗凝血劑相關之重

複出血、高跌倒風險、藥物交互作用、腎功能

差、或年紀大，造成病患無法安全、長期地使

用抗凝血劑預防AF所造成的腦中風。

AF產生的心內血塊，約有90%都形成於

左心耳(Left atrial appendage, LAA)292, 293。此發

現也鼓勵了各種可能排除LAA之左心耳封堵術

(Left atrial appendage closure, LAAC或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LAAO)的研究發展，包含

經導管LAAO或外科方法進行之縫合、縫釘、

或切除。一項針對近5,000名AF病人因其他因

素接受開心手術，隨機分配術中是否同時封堵

LAA的臨床試驗(LAAOS III trial)顯示：經過平

均3.8年的追蹤，開心術中同時接受LAAO者比

起未接受封堵者有意義地降低了近四成的腦中

風發生率以及四成術後30天內缺血性腦中風及

全身性血栓發生率；兩組的術後出血以及30內

死亡率則沒有差異294。此試驗顯示AF病人若因

其他原因進行開心手術，術中一併施行LAAO

對於腦中風的預防有加成效果294。然而此試驗

中之AF病人於開心手術後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

人持續服用OAC，因此無法從此試驗得知AF病

人接受LAAO後是否不須服用OAC就可預防腦

中風。

12.1	左心耳封堵裝置

相較於開胸手術進行LAAO或切除，近

年可經導管放置之LAAO裝置亦迅速發展。目

前在台灣使用的LAAO裝置包括荷商波士頓

科技有限公司(Boston Scientific Co.)所研發之

Watchman系統295, 296 以及聖猷達醫療用品有限

公司(St. Jude Medical Co.)所開發的Amplatzer 

Amulet Cardiac Plug系統297。最早期的三個臨

床試驗以比較了LAAO裝置與OAC的效益及

安全性：PROTECT AF以及PREVAIL兩個臨

床試驗主要比較Watchman系統與warfarin，而

PRAGUE-17則是比較兩種LAAO裝置與NOAC

於高血栓風險(平均CHA2DS2-VASc分數4.7分)

且高出血風險(平均HAS-BLED分數3分) AF

病人使用的效益及安全性84, 295, 296。這些經導

管LAAO的RCT以及後續之網絡統合分析顯

示：LAAO與OAC有相當接近的預防腦中風效

果，但可降低嚴重危及生命的出血298, 299。比起

因OAC造成出血而停止服用任何抗血栓藥，

LAAO可降低62%的死亡率以及76%的腦中風或

全身性血栓的風險299, 300。

近期前瞻性研究發現OAC失敗的可能原因

包括其他並存之腦中風機制如大血管或小血管

病變(24%)、服藥順從性降低或抗凝血劑劑量

不足(32%)、以及AF本身相關血栓(即排除前述

機制) (44%)301。針對高腦中風風險(CHA2DS2-

VASc分數≧2/3分)且OAC失敗之AF病人，在

排除或控制住其他非AF之腦中風危險因子後，

或是高出血風險之AF病人(如OAC後腦出血或

有其他無法矯正之高風險出血因素)，經導管

LAAO或可成為OAC失敗或無法長期使用OAC

時之另一種選擇。這兩種LAAO裝置在安全與

效益上目前無明顯差別297。但因此術式施行數

量仍低，目前美國心臟學會2023年以及歐洲心

臟學會2020年針對AF最新的治療準則將經導管

LAAO列為IIa至IIb建議等級(參閱表14)1, 61。近

期美國心臟學會針對亞洲AF病人302 以及美國

心血管攝影及介入學會針對經導管LAAO303 各

自發表之共識聲明則指出：經導管LAAO針對

高血栓風險、高出血風險、以及無法長期使用

OAC之AF病人，是為適當之替代治療法(參閱

表15)。另外AF病人若因其他原因進行開心手

術，術中一併施行LAAO對於腦中風的預防亦

有加成效果294。

12.2	經導管左心耳封堵術可能的
併發症

經導管LAAO除了一般心導管手術的風險

外(如：腦中風、血管傷害、心臟破裂或其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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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各國腦中風或心房顫動最新治療準則針對左心耳封堵術部分之建議

學會名稱/作者 準則標題/年分 建議內容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nd 
Heart Rhythm 
Society
Joglar et al 20231

2023 ACC/AHA/ACCP/HRS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1. 針對中至高腦中風風險且長期使用
OAC因不可逆原因有禁忌之AF病
人，採用經皮左心耳封堵術來預
防腦中風是合理的(COR: IIa, LOE: 
B-NR)

2. 針對中至高腦中風風險且有高出血
風險之AF病人，若考量病人喜好、
小心衡量術式風險、且已了解OAC
比起LAAO有更廣泛的證據，則經
皮LAAO相較於OAC可能是合理的
預防腦中風替代治療。(COR: IIb, 
LOE: B-R)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nd 
Heart Rhythm 
Society
Kleindor et al 62

2021 Guideline for the Prevention of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A Guideline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Watchman裝置之臨床試驗顯示經導
管LAAO比起傳統OAC稍增加無統計
意義之血栓風險，但有意義地降低了
腦出血、致殘/致死性腦中風、心血
管/無法解釋死亡、所有原因死亡、
以及術後出血17。根據臨床試驗目前
Watchman裝置封堵術後使用warfarin及
aspirin 45天，接著使用雙抗血小板藥
至滿6個月，最後長期使用aspirin14, 23-

25。

Asian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Chao et al 309

2021 Focused update of the 2017 
consensus guidelines of the Asia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APHRS) on 
stroke prevention in atrial fibrillation

針對使用OAC有高出血風險的病人，
LAAO在與傳統OAC有相當的預防腦
中風效果之外，可降低長期出血。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Society 
Andrade et al 310

The 2020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Society/Canadian Heart Rhythm 
Society Comprehensiv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LAAO可考慮用於對於長期使用OAC
有明顯禁忌之AF病人(如：不可逆之腦
出血原因)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Hindricks et al 61

2020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
Thoracic Surgery (EACTS)

針對中至高腦中風風險且使用OAC有
絕對禁忌之AF病人，可考慮經導管
LAAO。(COR：弱，LOE：弱)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nd 
Heart Rhythm 
Society 
January et al 4

2019 AHA/ACC/HRS Focused Update 
of the 2014 AHA/ACC/HRS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the Heart Rhythm Society

對於有長期抗凝血治療禁忌症且高
腦中風風險的AF病人，可考慮經皮
LAAO。(COR: IIb, LOE: B-NR)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Lip et al 131

Antithrombotic Therapy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CHEST Guideline and 
Expert Panel Report (2018)

對於有高腦中風風險但使用OAC有
絕對禁忌的AF病人，建議使用經皮
LAAO。 (COR: 弱, LOE: 弱)

Cardiac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rieger et al 311

National Heart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and the Cardiac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ustralian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2018

針對中至高腦中風風險且使用OAC有
禁忌之AF病人，可考慮使用LAAO來
預防腦中風 (COR: IIb, LO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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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手術之必發症)，常見的術中併發症有心包

膜積液和封堵裝置脫落，發生率為1-2%；心包

膜積液經由緊急心包膜抽取術可處理，而對於

封堵裝置脫落可經由導管方式取出，除非裝置

脫落很罕見地掉入左心室並影響到二尖瓣則需

要外科手術來處理(參閱表16)303, 304。

12.3	術後之抗血栓治療

經導管LAAO術後仍應使用抗血栓治療，

但不同封堵裝置目前選用不同抗血栓治療方

式。Watchman系統於術後併用warfain及aspirin 

45天，接著使用雙抗血小板藥至滿6個月，最

後長期使用aspirin84, 304-306。Amplatzer Amulet 

Cardiac Plug系統則於術後使用雙抗血小板藥6

個月，最後是否長期使用單一抗血小板藥(如

aspirin)則由醫師視臨床狀況決定307。研究指出

這兩種封堵裝置不同的抗血栓治療選擇，其裝

置相關之血栓風險並無差異297。大部分相關研

表15　經導管左心耳封堵術共識聲明比較

學會名稱/作者 準則標題/年分 建議內容

Society for 
Cardiovascular 
Angiography & 
Interventions and 
Heart Rhythm 
Society
Saw et al 303

SCAI/HRS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on Transcatheter Left Atrial 
Appendage Closure (2023)

針對高血栓風險、無法長期使用
OAC、且最低餘命至少一年且經由術
式可改善生活品質之AF病人，經導管
LAAO是為適當之替代治療法。此術
式應由醫病共享決策後為之。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Foundation
Chiang et al 302

Stroke Prevention in Atrial Fibrillation: 
A Scientific Statement of JACC: Asia 
(Part 2) (2022)

1. 針對使用OAC有絕對禁忌或使用
OAC仍重複發生腦中風或全身性
栓塞之AF病人，可考慮使用經皮
LAAO預防腦中風。

2. 病人進行開心手術時，術中一併施
行外科封堵或切除左心耳，對於腦
中風的預防亦有加成效果。

3. 針對使用OAC有絕對禁忌之亞洲AF
病人，微創胸腔鏡LAAO可能為預
防腦中風之替代策略。

表16　經導管左心耳封堵術併發症(節錄自美國心血管攝影及介入學會)305

Peri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Post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死亡(<0.2%) 晚期心包膜積水和心包填塞(~1%)

腦中風(<0.2%)：
　缺血性：空氣或血栓
　出血性

封堵裝置周圍洩漏：
　經食道超音波上偵測為 >5 mm: 1%-3%
　經食道超音波上偵測為 >3 mm : 10%-25%

全身性栓塞(罕見) 封堵裝置相關血栓(3%-5%)

心包膜填塞(~1%) 晚期封堵裝置遷移/栓塞(不常見)

裝置栓塞(~0.2%) 封堵裝置侵蝕(罕見)

血管性併發症：腹膜後出血、動靜脈瘻管、假
性動脈瘤

醫源性心房中隔缺損(很少需要干預治療)

其他：大出血、腎衰竭、呼吸衰竭、敗血症、
心肌梗塞、氣管內/食道損傷、干擾周圍結構、
封堵裝置/顯影劑過敏、心包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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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均最晚在術後6個月改成長期使用aspirin308，

不過目前研究仍不足以建議統一的經導管

LAAO術後抗血栓治療法，應由醫病共享決策

後為之，術後抗血栓藥物選擇以及治療時間長

短需依照個別封堵裝置以及病人出血風險做最

佳調整與選擇。

建議：

(1) 針對有高血栓風險或高出血風險、以及無

法長期使用口服抗凝血劑之AF病人，可

考慮經導管左心耳封堵術做為替代治療法

(Class IIb, Level of evidence B-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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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F) are increasing in Taiwan and globally. It is 
the most common sustained cardiac arrhythmia. 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 (NOACs) 
have become the anticoagulants of choice for preventing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AF.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how to optimally use these drugs in specific clinical situations.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2012, 2016, and 2019 Taiwan Stroke Society (TSS) guidelines have been 
updated to provide new evidence to guide clinicians. The TSS Guidelines Consensus Group updated the 
guideline aft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epth discussion. This guideline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Taiwanese and Asian populations and the recent guidelines of the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and Asia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Keywords: stroke prevention, 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 atrial fibrillation, 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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