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氯胺酮复合腰硬膜外联合麻醉在儿童手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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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下腹部以下的手术麻醉方式除全身麻醉外#就是一般

采用氯胺酮基础麻醉&

c2=70/.2

'复合硬膜外麻醉方式&

c_

WP

'#而氯胺酮复合腰硬膜外&简称腰硬'联合麻醉&

c_

'&WP

'应用于儿童手术的系统观察至今报道较少*本科自

())O

年以来对
%()

例年龄
A

#

%)

岁的儿童采用氯胺酮基础麻

醉下复合腰硬膜外联合麻醉#对此麻醉方法的安全性和效果进

行了可行性研究#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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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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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美国麻醉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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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儿
%()

例#体质量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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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肢骨折
L)

例#阑尾

炎
()

例#单侧或双侧腹股沟疝
G)

例#随机分成两组*

P

组为

c_'&WP

组
M)

例#

>

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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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M)

例*

DDE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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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术前均禁固体食物
H+

&急性阑尾炎除外'#禁

透明液体饮料
G+

*术前
L)0/.

病房肌注阿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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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皆根据患儿的配合情况考虑是否在手术室门口肌注氯胺

酮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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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室内静脉开放后静脉注射氯胺酮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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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睡后常规面罩给氧以及静脉点滴#同时静脉辅以咪达唑

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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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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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调整滴速#持续监测血压&

>C

')心率

&

]B

')呼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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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氧饱和度&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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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心电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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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脉搏波形*

两组患儿均取倾向性体位#患侧在下#注意气道保护#避免

头过屈后气道不畅*

P

组使用浙江苏嘉联合穿刺包#提前配制

好腰麻药和计算好准备推注的腰麻药容量*本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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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布比卡因&珠海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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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
)D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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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儿体质量和身高计算#一般为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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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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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量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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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消毒铺巾#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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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间隙#先行皮肤少许利多卡因局麻后再穿刺#以防穿刺时患

儿肢动#确定硬膜外针位于硬膜外腔后#轻轻旋转插入
(A"

笔

尖式腰穿针#针孔向头端#见脑脊液溢出后即以
)DL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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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速度注入已经准备好的腰麻药#然后拔出腰穿针#向硬膜外腔

头向置硬膜外导管
LDA*0

备用#平卧后摆好手术体位#观察患

儿的生命体征以及手术切皮时患儿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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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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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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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G

间隙穿刺#硬膜外穿刺成功后向头

端留置硬膜外导管
LDA*0

以作单纯硬膜外腔阻滞*确定回抽

无血及脑脊液后即可注入适当浓度&

)DHY

#

%DLY

'的利多卡

因#首次全量的最大量为利多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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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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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但以
%)09

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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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术中根据情况输注复

方林格液或
MY

羟乙基淀粉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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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记录手术开始和术中麻醉效果以及平均动脉

压&

8PC

')

]B

的变化)切皮肢动情况#并观察苏醒时间和不良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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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以
KbF

表示#各组均数比较采用
B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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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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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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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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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两组年龄)性别和手术种类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两组
8PC

均有波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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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B

波动明

显小于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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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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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切皮无肢动情况#麻醉

效果十分满意#术中不需要追加氯胺酮#手术结束后苏醒快#苏

醒质量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小于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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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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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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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因为患儿硬膜外麻醉阻滞效果因个体差异导致起效时

间不一#也存在硬膜外阻滞不全#术中需追加氯胺酮者
%A

例#

苏醒时间普遍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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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儿术中
8P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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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和切皮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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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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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麻醉苏醒时间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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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氯胺酮麻醉一些不良反应明显存在#如使唾液和呼吸

道分泌物增加#有中枢性兴奋心血管作用#也可使循环中内源

性儿茶酚胺增多#引起交感兴奋+

%

,

*许多药物可用来减少其术

中和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降低其严重程度#其中苯二氮卓类

药物如咪达唑仑最为有效#可减弱或治疗氯胺酮的苏醒反应#

还可以降低氯胺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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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体的作用+

(

,

#这就是作者在使

用氯胺酮时常常辅助使用咪达唑仑的原因*

P

组由于
'&WP

麻醉效果满意#追加氯胺酮的例数明显减少#患儿使用氯胺酮

的剂量少#所以不良反应如躁动)恶心呕吐)口腔分泌物增多和

致幻与
>

组有明显差异*

小儿的脊髓相对的比成人长#在胎儿时达第
(

腰椎下缘#

出生时平第
L

腰椎#

%

#

G

岁时移至第
%

腰椎平面*了解儿童

脊髓这一解剖特点#在施行腰椎穿刺时选择正确的穿刺部位#

可避免穿刺时损伤脊髓及神经根+

L

,

*作者选择
A

岁以上的儿

童进行腰麻的研究#就在于尽可能的避免了对儿童的脊髓和圆

锥的损伤*

左布比卡因是一种新型长效酰胺类局麻药#保留了消旋布

比卡因作用时间长)麻醉效能好的优点#且心脏和神经系统毒

性小*目前#左布比卡因主要用于神经干阻滞和硬膜外阻滞*

虽在腰硬联合麻醉中有使用报道#但用于儿童的腰硬联合麻醉

还没见报道*本研究中儿童腰硬联合麻醉的感觉神经和运动

神经阻滞平面究竟在哪一阶段#氯胺酮辅助麻醉下暂时还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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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是在运用临床经验和严密的观察下进行麻醉#这一点还

需作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本研究结果显示#氯胺酮复合
'&WP

麻醉中使用小剂量)小容量&

$

HDLL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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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密度左布

比卡因在
A

岁以上的儿童腰硬联合麻醉围术期使用安全#麻醉

效果满意#经济适用#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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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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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丙型肝炎的病原体*我国不

但是乙肝大国#也是丙型肝炎高发区#我国
%FFG

年第二次全国

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丙型肝炎流行率为

LD(Y

#流行高峰区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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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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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大理白

族自治州无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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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情况#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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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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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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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有关

情况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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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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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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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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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和市无偿献血者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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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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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样机#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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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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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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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上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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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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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厦门英科新

创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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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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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9K&P

'#在试剂有效期内严

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实验采用双盲法#即!分别由不同的

操作人员)不同厂家的试剂对同一份血液样本进行两次检测#

并且对所使用的试剂施行严格的批检*对初次有反应性的标

本进行双孔复查#双孔均为无反应性则判定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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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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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传染性的标记而不是保护性抗体#抗
$]'̂

阳性者表示已被
]'̂

感染*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

'大理白

族自治州的
]'̂

感染率为
)DG%Y

#与文献+

(

,一致#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原因可能是调查范围的局限性(参加无偿献血的人

群一般都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才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大多数高危

人群在献血过程中已经过严格的既往医学史筛查和一般体格

检查被拒绝献血*&

(

'男性和女性的感染率无明显差异*

P9!

异常升高的
]'̂

感染者不在多数#多数感染者无临床症

状#呈慢性感染*

丙型肝炎的传染源主要为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最常见的传

播途径是输血)输血浆或血制品以及使用被病毒污染的医疗器

械*接受过输血#做过血液透析)器官移植#使用过非一次性注

射器和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镜等#与丙型肝炎患者共

用过剃须刀)牙刷#有过不洁性生活史#曾经有过文身)文眉)穿

耳环孔等皮肤黏膜损伤的人和接触血液的医护人员#都是丙型

肝炎高危人群*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具有较高的慢性化比例#其

中
OAY

#

HAY

的急性感染者将转为慢性#进而发展为肝硬化

和肝细胞癌+

L

,

#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然而由于丙型

肝炎具有隐匿性#被感染者多无明显症状#且丙型肝炎尚未列

入常规体检#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感染*鉴于此#对于无

症状的丙型肝炎患者所带来的危害更不能轻视*

目前#我国预防丙型肝炎的重点应放在对献血员的管理#

同时加大对献血者健康知识的宣传及传染病危险性教育#鼓励

更多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健康献血*加强消毒隔离制度#防

止医源性传播*提倡自体输血和成分输血#并尽量减少输血和

做到合理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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