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美七氟烷—奇弗美® 

七氟烷在吸入麻醉中的重要地位 

七氟烷于 1972 年由百特 Travenal 实验室成功合成，并获得化合物及其麻醉用途专利，目

前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广泛使用的吸入麻醉药品。在多项临床试验中明确显示，七氟烷具有的优势

包括：相比丙泊酚而言，七氟烷可以避免术中知晓[1]；术中维护可以做到器官保护（心脏，脑，

肝脏）[2-6]；平稳起效，高效苏醒[7-8]；而且七氟烷具有一定肌松作用，有助于减少肌松药品的使

用，具有经济成本优势[9-11]。特别是对于儿童患者，七氟烷的果香味道，有助于患儿的安全平稳

诱导，是“小儿吸入麻醉诱导专家指导意见（2017）”、“小儿麻醉气道和呼吸管理指南（2017）”

和“新生儿和低体重新生儿麻醉指南（2017）”共同推荐使用[12-14]。 

另外对于近年逐日增长的日间手术、门诊手术及快速通道患者需求的增加，七氟烷从诱导到

维持全程吸入麻醉的应用，可有效地提高手术床位周转率。 

 

百特七氟烷发展之路 

1972 年，百特 Travenal 实验室成功合成七氟烷，并获得化合物专利及其麻醉用途的美国专

利，并于 1981 年百特成功获得七氟烷一步制备法（氟甲基六氟异丙醚的制备方法）美国专利；

为了给患者提供更高纯度，更加安全的七氟烷，百特于 1999 年成功获得七氟烷三步制备法（一

氟代甲基醚的制备方法）美国专利，2002 年百特七氟烷正式通过 FDA 于美国上市；2005 年百

特七氟烷在中国获批上市，商品名：奇弗美® 

 

 



 

高纯度无水配方的奇弗美® 

百特的奇弗美®是唯一采用百特公司于 1999 年获得专利的三步制备法 (单氟代甲基醚的制

备方法)制造生产的七氟烷，奇弗美®拥有 99.99%高纯度无水配方，极低的氟化物离子浓度 (< 

0.005 ppm) [15]，保证药物的稳定性。 

 

独特铝罐包装的奇弗美® 

奇弗美®的铝罐包装拥有“用于吸入麻醉剂容器”的专利；经过设计研制的轻型铝罐瓶身，

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安全耐用，开启便捷，可减少因塑料容器被压碎或瓶子破裂而引起泄

露导致的危害事件。铝制容器结构稳定性更高，不易被药物溶解可避免杂质产生，确保七氟烷的

高纯度。铝制容器隔气性，避光性更优，确保药品在存储过程中性状稳定。加设惰性衬里，药品

存储更稳定。 

 

小儿吸入麻醉首选的奇弗美® 

七氟烷独特拥有的果香味道，有助于患儿的安全平稳诱导，是“小儿吸入麻醉诱导专家指导

意见（2017）”、“小儿麻醉气道和呼吸管理指南（2017）”和“新生儿和低体重新生儿麻醉

指南（2017）”共同推荐使用；对于七氟烷吸入诱导方式而言，患儿无注射痛，更易配合，看到

患儿可以减少痛苦，家长满意度也会提高，从而改善医患关系。对医生而言，口上面罩，麻醉深

度可见易调控。七氟烷能够提供给到患儿在整个麻醉过程中更为舒适化的体验，大大提高患者体

验和家属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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