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好的疗效#能显著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改善血气指标#且

无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性良好#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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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中麻醉及呼气末二氧化碳水平对脑血流灌注的影响分析

何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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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麻醉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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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腹腔镜手术脑血流灌注受麻醉剂呼气末二氧化碳"

W]0NZ

"

$水平的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
&/

例!随机分为
-

组和
M

组!每组
/"

例!

-

组患者术中吸入麻醉!

M

组患者术中应

用静脉麻醉!观察各时间段脑血流灌注情况%结果
!

麻醉前!

"

组患者动脉平均流速"

TB

$&收缩峰值流速"

T2

$&舒张期末流速

"

T)

$&搏动指数"

WO

$&阻力指数"

Ô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麻醉后!

0!

&

0/

时!

"

组患者
TB

&

T2

&

T)

&

WO

&

Ô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

时!

"

组患者
WO

&

Ô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

时!

"

组患者
Ô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

&

0"

&

0%

时!

-

组患者
TB

&

T2

&

T)

均高于
M

组!

0%

时!

-

组
WO

低于
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与丙泊

酚静脉麻醉比较!七氟醚吸入麻醉可减轻因低碳酸症导致的脑血管张力增加&脑血流减少%

关键词"腹腔镜手术#

!

呼气末二氧化碳#

!

脑血流灌注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随着腹腔镜技术水平的提升#外科手术治疗越来越多地应

用腹腔镜手术*开展腹腔镜手术时#气腹的建立是手术顺利开

展的一项重要前提#建立气腹后#手术视野良好#可降低手术风

险性#提高手术成功率(

!

)

*因二氧化碳$

NZ

"

&具备不燃烧性'

不易溶解于血液及组织的特性#成为腹腔镜手术广泛采用的气

腹介质(

"

)

*但一定压力的
NZ

"

气体进入患者腹腔后#增加腹

腔内压力#加之手术麻醉等因素#导致脑血流灌注受到影响#改

变患者颅内压(

%

)

*目前#临床应用腹腔镜手术治疗时#重视其

对脑血流灌注的影响*因此#现探讨腹腔镜手术麻醉及呼气末

二氧化碳$

W]0NZ

"

&水平对脑血流灌注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腹

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来源科室!普外科
%"

例#妇产科

"(

例#胸外科
!/

例#泌尿外科
!!

例*纳入标准!$

!

&美国麻醉

医师协会$

-V-

&分级
#!$

级*$

"

&具有腹腔镜手术适应证*

$

%

&神志清楚且配合程度良好*$

/

&心'肾'肝等重要器官功能

正常*$

+

&预计
NZ

"

气腹时间在
!6

以上*$

'

&排除对麻醉药

物过敏#术前存在明显脱水'贫血等异常情况#镇静药长期使用

患者*$

(

&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伦理委员

会批准(

/

)

*随机分为
-

组和
M

组#每组
/"

例*

"

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

组患者均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均为全身麻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平卧
!$BA;

#待平静后#将足量耦合剂涂抹

在经颅多普勒超声探头上#频率
" RJK

#于颞窗部位放置探

头#取样深度为
+$

!

++BB

#对
"

侧的脑血流速进行测量#寻找

信号较好一侧#探头进行调节#直至能将脑动脉血流频谱信号

最佳状态显示出来#随后利用头架固定#以便于术中超声束进

入颅内的角度一直固定*

-

组患者术中采用吸入麻醉#给予患者面罩吸氧#氧流量

"Q

"

BA;

#吸入的七氟醚浓度为
',

*

M

组患者术中采用静脉麻

醉#丙泊酚利用靶控输注$

0NO

&系统输注#血浆靶控浓度
%#+

!

/#$

&

D

"

BQ

*待
"

组患者无意识后#给予
"#+

&

D

芬太尼'

$#!+

B

D

"

I

D

顺式苯磺酸阿曲库铵#静脉注射*患者呼吸通过面罩

辅助#肌肉松弛后气管插管#并与呼吸机相连接#实施间歇正压

通气$

OWWT

&*

-

组患者麻醉维持时#采用
!#$

!

"#$R-N

七氟醚'

$#!

!

$#"

&

D

"$

I

D

-

BA;

&瑞芬太尼%

M

组患者麻醉维持时#使用
%#+

!

/#$

&

D

"

BQ

丙泊酚'

$#!

!

$#"

&

D

"$

I

D

-

BA;

&瑞芬太尼*机械

通气时#基础参数设置!潮气量
!$BQ

"

<

D

%频率
!"

次"分%

Oh]

为
!h"

*

术中建立气腹时采取
NZ

"

充气气腹#压力为
!"

!

!/BB.

J

D

*完成后#患者取特伦德伦堡体位#脚部高头部低*待患者

生命体征平稳后#潮气量保持不变#调节通气频率#分别为
'

'

!$

'

!+

次"分#

W]0NZ

"

水平分别达
+$

'

%+

'

"+BBJ

D

*

W]0.

NZ

"

水平达到后#脑血流灌注相关数据在稳定
!+BA;

后测定#

完成后#通气参数恢复基础状态*

$#'

!

观察指标
!

分别于麻醉前$

0$

&'

W]0NZ

"

+$BBJ

D

!+

BA;

时$

0!

&'

W]0NZ

"

%+BBJ

D

!+BA;

时$

0"

&'

W]0NZ

"

"+

BBJ

D

!+BA;

时$

0%

&'手术结束时$

0/

&观察
"

组患者的脑血

流灌注情况#观察指标包含大脑中动脉平均流速$

TB

&'收缩峰

值流速$

T2

&'舒张期末流速$

T)

&'搏动指数$

WO

&'阻力指数

$

Ô

&#

TB

'

T2

'

T)

数值越高#

WO

'

Ô

数值越低#表示麻醉及

W]0NZ

"

对脑血流的影响越小*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DH:

表示#使用
5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麻醉前#

"

组患者
TB

'

T2

'

T)

'

WO

'

Ô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麻醉后#

0!

'

0/

时#

"

组患者
TB

'

T2

'

T)

'

WO

'

Ô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

时#

"

组患者

W0

'

0̂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

时#

"

组患者

Ô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

'

0"

'

0%

时#

-

组患

者
TB

'

T2

'

T)

均高于
M

组#

0%

时#

-

组
WO

低于
M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段相关指标结果比较$

DH:

%

检测指标 组别
0$ 0! 0" 0% 0/

TB

$

9B

"

2

&

-

组
'+#($H*#%$ &'#($H!$#!$ '"#*$H!$#'$

"

/'#%$H&#*$

"

'"#&$H!%#"$

M

组
'/#*$H*#($ &+#/$H!$#+$ +$#"$H&#"$ %'#"$H'#'$ '$#&$H!!#*$

T2

$

9B

"

2

&

-

组
*(#/$H!"#+$ !!&#+$H!'#"$ *$#'$H!"#+$

"

'(#+$H!"#($

"

*!#($H!'#&$

M

组
*(#($H!%#!$ !!&#&$H!+#*$ ("#*$H!"#'$ +'#($H*#&$ *$#!$H!/#"$

T)

$

9B

"

2

&

-

组
/'#"$H&#*$ '"#&$H!$#'$

/"#"$H&#'$

"

"*#($H(#%$

"

/"#%$H*#!$

M

组
/'#&$H*#%$ '%#"$H!$#+$ %+#!$H+#&$ "!#'$H/#%$ /!#'$H*#*$

WO -

组
$#&$H$#!% $#''H$#$* $#((H$#!%

$#&"H$#$*

"

$#(&H$#!$

M

组
$#&"H$#!" $#'/H$#!! $#(&H$#!" $#*&H$#!$ $#(*H$#!!

Ô -

组
$#+%H$#$+ $#/*H$#$+ $#+%H$#$' $#+&H$#$( $#+%H$#$'

M

组
$#+"H$#$' $#+!H$#$' $#+"H$#$' $#+&H$#$* $#+/H$#$+

!!

注!与
M

组比较#

"

!

#

$#$+

'

!

讨
!!

论

!!

临床采用腹腔镜手术方式治疗时#手术及麻醉均会损害患

者脑部#因此有必要开展脑血流检测#以了解其对脑部的损害

情况(

+

)

*目前#并未完全明确脑血流的自主调节机制#但二氧

化碳'氧分压'血液中钾与钙离子的浓度等均为已知的能够影

响脑血流自主调节机制的因素(

'

)

*人在正常状态时#平均血压

$

RMW

&的范围为
%'

!

!/$BB J

D

#该范围内脑血流自主调节

机制可正常工作#脑血流灌注正常进行(

(

)

*患者在接受腹腔镜

手术治疗过程中#麻醉方式多选为全身麻醉#此时#麻醉药物为

对脑氧供需平衡及能量代谢的主要影响因素(

&

)

*

脑血流量受麻醉药物的影响发生改变#其作用机制较多#

如麻醉药物吸入后#脑血管扩张与吸入剂量之间呈相关性#而

脑血管发生扩张后#会增加脑血流量#进而造成脑血容量

$

NMT

&'颅内压$

ONW

&增加(

*

)

%而脑血管收缩则通过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

W:NZ

"

&的降低来诱导#麻醉药物吸入后#颅内压

升高状况可减轻(

!$

)

*但最低肺泡有效浓度$

R-N

&相同时#吸

入麻醉药如不同#影响脑血管对
NZ

"

反应性的方式也存在差

异(

!!

)

*腹腔镜术中建立
NZ

"

气腹后#会升高腹压#减少下肢静

脉回流#抬高横膈#增加胸腔内压力#导致左心室充盈受到影

响#降低心排出量%同时#膈肌运动会受到升高的腹压的影响#

减少潮气量#潴留
NZ

"

#提高
NZ

"

分压#引发高碳酸血症*

NZ

"

具有较高的弥散性#且较易溶于血#加之气腹建立过程中腹腔

及其血管间形成的浓度差非常明显#经过腹膜#

NZ

"

弥散至血

液中#增加动脉
NZ

"

浓度#并升高脑血流中
W:NZ

"

浓度#扩张

脑血管#增加脑血流#升高颅内压#并提升脑灌注压(

!"

)

*本研

究结果表明#

W]0NZ

"

水平为
+$BB J

D

时#无论术中采取何

种麻醉方式及麻醉药物#均会明显提升
TB

#且不同麻醉方式

及麻醉药物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可能与
NZ

"

成为脑血管扩张主要机制#弱化其他调控机制作用相关%

W]0.

NZ

"

水平为
"+BBJ

D

时#不同麻醉方式及麻醉药物对脑血流

灌注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丙泊酚更为明显

地减弱脑血流*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中#脑血流灌注会受到麻醉药物'

W]0NZ

"

水平的影响#应合理地选择麻醉药物#并严格控制

W]0NZ

"

水平#降低其对脑血流灌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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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行各种侵入性操作#增加感染概率*护理人员进行
N̂ 0̂

治疗时要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每次治疗前严格消毒穿刺部位

$插管处的皮肤及导管的接口&#治疗后使用无菌贴膜严密覆盖

管周#希望通过严格执行导管相关性感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指

南#降低感染*

'#$%

!

其他
!

护士应熟悉患者病情#加强沟通并取得患者的理

解和配合*无肝素抗凝时#应尽量避免输血#输入高渗溶液'高

张盐水#还要避免输入脂肪乳'血浆等胶体物质#均可使血液黏

稠#增加凝血可能%使用低钙透析液时#如需补钙则使用其他静

脉输液通路#以免形成磷酸盐沉积堵塞%使用低温$

#

%+g

&置

换液时#患者热能易丢失并导致体温降低#应严密观察患者体

温#注意保暖(

!/.!'

)

*

1

!

小
!!

结

N̂ 0̂

技术是近二十年来血液净化领域最新成就之一#应

用范围已不断扩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N̂ 0̂

治疗中发生

的凝血事件可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因此应积极预防*

根据不同患者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抗凝剂#同时还须熟悉每

种抗凝剂的用法'用量及并发症处理%护理人员应严格执行各

项操作流程#加强对患者的监测与观察#及时发现并处理相关

情况#减少凝血事件的发生#保证
N̂ 0̂

治疗的连续性与安全

性#更多地挽救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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