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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经鼻给予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用于后路腰椎管减压内固定术患者术前镇

静的效果。 方法　 选择择期后路单间隙腰椎管减压内固定术患者 ８０ 例，男 ４６ 例，女 ３４ 例，年龄 １８～
６５ 岁，ＢＭＩ １８～２５ ｋｇ ／ ｍ２，ＡＳＡ Ⅱ或Ⅲ级。 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 １ ０ μｇ ／ ｋｇ 组（Ｄ１ ０ 组）、右美托咪定

１ ５ μｇ ／ ｋｇ 组（Ｄ１ ５ 组）、右美托咪定 ２ ０ μｇ ／ ｋｇ 组（Ｄ２ ０ 组）和对照组（Ｃ 组）。 患者入手术室后，
Ｄ１ ０ 组、Ｄ１ ５ 组、Ｄ２ ０ 组分别经鼻滴注右美托咪定 １ ０、１ ５、２ ０ μｇ ／ ｋｇ，Ｃ 组用生理盐水滴鼻，容量

均为 ２ ｍｌ。 记录滴鼻前（Ｔ０） 、滴鼻后 １０ ｍｉｎ（Ｔ１）、２０ ｍｉｎ（Ｔ２）和 ３０ ｍｉｎ（Ｔ３）的 ＨＲ、ＭＡＰ、ＳｐＯ２、自发

痛 ＶＡＳ 评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和焦虑评分。 滴鼻后 ３０ ｍｉｎ 行左侧上肢肘正中静脉穿刺和桡动脉穿刺置

管，记录患者穿刺时 ＶＡＳ 评分和满意度评分，并抽取桡动脉血行血气分析。 结果　 Ｔ３ 时 Ｄ２ ０ 组 ＨＲ
明显慢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ＭＡＰ 明显低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 Ｔ３ 时 Ｄ１ ０、Ｄ１ ５ 和 Ｄ２ ０ 组自发痛 ＶＡＳ
评分明显低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明显高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Ｔ３ 时 Ｄ１ ０ 和 Ｄ１ ５，Ｔ２、
Ｔ３ 时 Ｄ２ ０ 组焦虑评分明显低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 Ｄ１ ５ 组和 Ｄ２ ０ 组静脉穿刺和桡动脉穿刺 ＶＡＳ 评

分明显低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Ｄ１ ０、Ｄ１ ５ 和 Ｄ２ ０ 组满意度明显高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 结论　 后路

腰椎管减压内固定术患者术前给予右美托咪定 １ ５ μｇ ／ ｋｇ 滴鼻可获得良好的镇静效果，提高患者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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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路腰椎管减压内固定术是治疗腰椎管狭窄

的常用术式，该类患者多存在慢性腰腿疼痛，伴有

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症状。 随着加速康复外科

理念的推广以及对药物效应个体差异的顾虑，麻醉

前已越来越少应用镇静、抗焦虑、抗胆碱药［１］。 右

美托咪定具有抗焦虑、镇静、镇痛作用，既往研究发

现术前鼻腔滴注右美托咪定对患儿有较好的镇静

作用［２－４］。 本研究观察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滴鼻对

接受单间隙后路腰椎管减压内固定术的患者术前

焦虑、镇静水平、慢性腰腿痛（自发痛）、动静脉穿刺

痛、生命体征、血气指标和满意度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２０１６ＮＺＫＹ－０３１－２３），术前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

同意书。 择期行单间隙后路腰椎管减压内固定术

患者，性别不限，年龄 １８～６５ 岁，ＢＭＩ １８～２５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Ⅱ或Ⅲ级。 排除标准：麻醉药物过敏史，严重

的心、肺、肝、肾疾患，神经、精神疾患不能配合；重
度高血压、严重心动过缓（基础 ＨＲ＜５０ 次 ／分）、心
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以下）、肥胖、鼾症；既往有手

术史、慢性鼻炎、糖尿病。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患者

随机分为四组。
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禁食 ６ ｈ，术前 ２ ｈ 口服

１２ ５％碳水化合物 ４００ ｍｌ，均不给予麻醉前用药。
入室后监测 ＥＣＧ、ＢＰ 和 ＳｐＯ２。 四组患者分别鼻腔

滴注右美托咪定 １ ０ μｇ ／ ｋｇ（Ｄ１ ０ 组）、１ ５ μｇ ／ ｋｇ
（Ｄ１ ５ 组）、 ２ ０ μｇ ／ ｋｇ （ Ｄ２ ０ 组）、生理盐水 （ Ｃ
组），容量均为 ２ ｍｌ，每侧鼻腔滴注 １ ｍｌ，１ ｍｉｎ 均匀

滴完［５－７］。 ３０ ｍｉｎ 后，行左侧上肢肘正中静脉穿刺

和桡动脉穿刺置管，待相关评估完成后，丙泊酚 ２
ｍｇ ／ ｋｇ、舒芬太尼 ０ ３ μｇ ／ ｋｇ 和顺式阿曲库铵 ０ ２
ｍｇ ／ ｋｇ 麻醉诱导，气管插管，术中吸入 １ ４％ ～ ２ ６％
七氟醚，泵注瑞芬太尼 ０ １ ～ ０ ３ μｇ·ｋｇ－１·ｍｉｎ－１维

持麻醉，间隙推注顺式阿曲库铵。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鼻腔给药前（Ｔ０）和给药

后 １０ ｍｉｎ（Ｔ１）、２０ ｍｉｎ（Ｔ２）和 ３０ ｍｉｎ（Ｔ３）时 ＨＲ、
ＭＡＰ 和 ＳｐＯ２。 评估上述时点患者自发痛 ＶＡＳ 评

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和焦虑评分。 自发痛 ＶＡＳ 评

分：０～ １０ 分，０ 分：无痛；１０ 分：无法忍受的剧痛。

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量表：１ 分，焦虑躁动或不安状；２
分，平静合作，具有定向力；３ 分，仅对指令有反应；４
分，入睡，轻叩眉间或大声呼唤反应敏捷；５ 分，入
睡，轻叩眉间或大声呼唤反应迟钝；６ 分，对刺激无

反应，呈深睡状或麻醉状态。 焦虑评分：０ 分，不焦

虑；１００ 分，极度焦虑。 滴鼻后 ３０ ｍｉｎ，由同一麻醉

科护士行左侧上肢肘正中静脉穿刺和桡动脉穿刺

置管，记录静脉和动脉穿刺时 ＶＡＳ 评分（０ 分，无
痛；１０ 分，无法忍受的剧痛），并询问患者入室后的

满意度（０ 分，不满意；１００ 分，非常满意）。 Ｔ０—Ｔ３

时抽取桡动脉血，行动脉血气分析，记录 ＰａＯ２ 和

ＰａＣＯ２。
统计分析　 采用 Ｐｒｉｓｍ ５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均

采用 Ｔｕｋｅｙ 法。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研究共纳入 ８０ 例患者，每组 ２０ 例，Ｄ１ ０ 组

有 １ 例患者因为外科原因临时取消手术，故未完成

研究。 四组性别、年龄、体重、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和手术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与 Ｔ０ 时比较， Ｔ３ 时 Ｄ２ ０ 组 ＨＲ 明显减慢，

ＭＡＰ 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 Ｔ３ 时 Ｄ２ ０ 组 ＨＲ 明显

慢于 Ｃ 组，ＭＡＰ 明显低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 四组

ＳｐＯ２ 组间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与 Ｔ０ 时比较，Ｔ３ 时 Ｄ１ ０、Ｄ１ ５ 和 Ｄ２ ０ 组自发

痛 ＶＡＳ 评分明显降低，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明显增加，
焦虑评分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 Ｔ２ 时 Ｄ２ ０ 组焦虑

评分明显低于 Ｔ０ 时和 Ｃ 组（Ｐ ＜ ０ ０５）；Ｔ３ 时 Ｄ１ ０、
Ｄ１ ５ 和 Ｄ２ ０ 组自发痛 ＶＡＳ 评分明显低于 Ｃ 组，
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明显高于 Ｃ 组，焦虑评分明显低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表 ３）。
Ｄ１ ５ 组和 Ｄ２ ０ 组患者的左肘正中静脉穿刺和

桡动脉穿刺痛 ＶＡＳ 评分均明显低于 Ｃ 组 （ Ｐ ＜
０ ０５），Ｄ１ ０、Ｄ１ ５ 和 Ｄ２ ０ 组患者的满意度明显高

于 Ｃ 组（Ｐ ＜ ０ ０５）。 四组 ＰａＯ２ 和 ＰａＣＯ２ 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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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男 ／女（例） 年龄（岁） 体重（ｋｇ）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Ⅱ／Ⅲ级（例） 手术时间（ｍｉｎ）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１１ ／ ８ ４９ ７±１０ ７ ６７ ３±７ ９ ２２ ８±１ ４ １７ ／ ２ ９６ ５±１２ ３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１１ ／ ９ ５０ ８±９ ７ ６５ ２±８ ３ ２１ ９±２ １ １８ ／ ２ ８９ ２±１０ １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１２ ／ ８ ５１ ３±１２ １ ７１ ２±９ ４ ２３ ４±１ ４ １７ ／ ３ ９２ ４±１１ ５

Ｃ 组 ２０ １２ ／ ８ ５３ ２±１１ ３ ７０ ４±１１ ７ ２３ ３±１ ３ １７ ／ ３ ９８ ７±１０ ６

表 ２　 四组患者不同时点 ＨＲ、ＭＡＰ、ＳｐＯ２ 的比较（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８３ ４±１２ ３ ８１ ５±１１ ７ ７８ ３±８ ９ ７６ ３±９ ２

ＨＲ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８１ ２±１０ ３ ８０ ９±１０ ８ ７６ ４±９ ６ ７５ ６±１０ １

（次 ／分）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８０ ８±９ ５ ７８ ２±１１ ５ ７４ ２±１０ ２ ６８ ３±１０ ０ａｂ

Ｃ 组 ２０ ８２ ３±１１ ６ ８０ ８±１０ ４ ７８ ５±９ ４ ８１ ２±１０ １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９８ ７±１１ ５ ９４ ８±１０ ８ ９２ ５±９ ７ ８９ ３±１１ ２

ＭＡＰ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１０３ ６±１４ ８ １０１ ２±１１ ８ ９８ ５±１３ １ ９４ ８±１０ ７

（ｍｍＨｇ）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９７ ９±１３ ２ ９２ ４±１５ ５ ８９ ８±１３ ７ ８２ ９±１４ ２ａｂ

Ｃ 组 ２０ １０１ １±１２ ６ １００ ５±１３ ２ ９９ ７±１１ ７ ９７ ４±１０ ８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９７ ８±１ ４ ９７ ５±１ ３ ９７ ３±１ ２ ９７ ４±１ ３
ＳｐＯ２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９７ ０±１ １ ９６ ３±０ ７ ９６ ８±１ １ ９６ ４±０ ９

（％）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９７ １±０ ８ ９７ ８±１ ５ ９６ ９±１ ６ ９５ ８±１ ８

Ｃ 组 ２０ ９６ ６±１ １ ９６ ５±０ ８ ９７ １±１ ２ ９６ ９±０ ９

　 　 注：与 Ｔ０ 比较，ａＰ ＜ ０ ０５；与 Ｃ 组比较，ｂＰ ＜ ０ ０５

讨　 　 论

腰椎管狭窄伴腰椎不稳的患者，术前多存在自

发痛，对疼痛刺激的高敏感性以及不同程度的抑郁

和焦虑。 有效控制这些慢性疼痛状态患者围术期

的心理和生理应激反应，减轻代谢及免疫功能紊乱

是促进这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的重要环节［１］。 既

往研究多重视右美托咪定对术中及术后的麻醉及

镇痛管理的影响［５－７］，本研究观察了患者入手术室

至麻醉诱导前鼻滴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患者焦

虑、镇静水平、自发痛以及动静脉穿刺痛、生命体

征、血气指标以及满意度的影响，显示右美托咪定

可减轻患者的焦虑、自发痛和动静脉穿刺痛，增强

患者的镇静水平，降低患者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同时不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

右美托咪定高选择性激活脑干蓝斑核的 α２ 肾

上腺素受体，发挥剂量依赖的抗焦虑、镇静、镇痛作

用［８］。 此外右美托咪定还可降低交感神经张力，导
致心率减慢和血压下降。 既往有多项研究观察了

右美托咪定滴鼻在患儿术前的应用［２－４］，显示右美

托咪定无鼻黏膜刺激症状，经鼻吸收良好，患儿接

受度高，患儿右美托咪定术前滴鼻的常用剂量为

０ ５～ ２ ０ μｇ ／ ｋｇ，其中 ０ ５ μｇ ／ ｋｇ 在患儿与父母分

离、静脉置管以及面罩诱导等方面的配合明显劣于

１ ０、２ ０ μｇ ／ ｋｇ。 有研究观察了右美托咪定术前滴

鼻（０ ５、１ ５、２ ５ μｇ ／ ｋｇ） 在成人择期手术中的应

用［９］，显示 １ ５ μｇ ／ ｋｇ 可减轻插管反应，同时心动过

缓、低血压发生率较低，但未观察右美托咪定滴鼻

后的早期效应。
本研究选择了 １ ０、１ ５、２ ０ μｇ ／ ｋｇ 三个剂量，

显示滴鼻后 ３０ ｍｉｎ，患者自发痛 ＶＡＳ 评分和焦虑评

分随观察时间进行性下降，其中 ２ ０ μｇ ／ ｋｇ 在给药

后 ２０ ｍｉｎ 焦虑评分即明显低于给药前，在给药后 ３０
ｍｉｎ，患者的自发痛评分、焦虑评分均明显低于给药

前。 患者的镇静评分随观察时间进行性增高，给药

后 ３０ ｍｉｎ，１ ０ μｇ ／ ｋｇ 镇静评分在 ２～３ 分之间（９ 例

２ 分，１０ 例 ３ 分）；１ ５ μｇ ／ ｋｇ 镇静评分在 ２ ～ ４ 分之

间（６ 例 ２ 分，１１ 例 ３ 分，３ 例 ４ 分）；２ ０ μｇ ／ ｋｇ 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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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四组患者不同时点自发痛 ＶＡＳ 评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和焦虑评分的比较（分，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２ ３±０ ８ ２ １±０ ７ １ ８±０ ７ １ ２±０ ５ａｂ

自发痛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２ ０±０ ８ １ ９±０ ８ １ ７±０ ７ １ １±０ ５ａｂ

ＶＡＳ 评分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２ ０±０ ９ ２ ０±０ ９ １ ６±０ ７ １ ０±０ ５ａｂ

Ｃ 组 ２０ ２ ３±０ ８ ２ ３±０ ９ ２ １±０ ７ １ ８±０ ８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１ ２±０ ２ １ ３±０ ４ １ ５±０ ２ ２ ５±０ ５ａｂ

Ｒａｍｓａｙ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１ １±０ ３ １ ２±０ ４ １ ６±０ ６ ２ ９±０ ７ａｂ

评分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１ ３±０ ２ １ ４±０ ５ １ ８±０ ７ ４ ０±０ ８ａｂ

Ｃ 组 ２０ １ ３±０ ３ １ ２±０ ２ １ ３±０ ５ １ ３±０ ４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８５ ６±１３ ３ ７８ ９±１４ ７ ７３ ５±１６ ４ ２５ ６±５ ３ａｂ

焦虑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８３ ４±１５ ７ ８１ ４±１８ ２ ６８ ９±２０ ４ １０ ８±７ ２ａｂ

评分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８６ ３±１３ ３ ８０ ２±１９ ２ ４３ ７±１５ ４ａｂ ７ ８±５ ３ａｂ

Ｃ 组 ２０ ８７ ２±１１ ３ ８８ ６±１１ １ ７９ ７±１３ ５ ８２ ４±１３ ６

　 　 注：与 Ｔ０ 比较，ａＰ ＜ ０ ０５；与 Ｃ 组比较，ｂＰ ＜ ０ ０５

表 ４　 四组患者静脉及动脉穿刺时 ＶＡＳ 评分、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 和满意度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静脉穿刺痛

ＶＡＳ 评分（分）
桡动脉穿刺痛

ＶＡＳ 评分（分）
满意度（分）

ＰａＣＯ２

（ｍｍＨｇ）

ＰａＯ２

（ｍｍＨｇ）

Ｄ１ ０ 组 １９ ４ ６±１６ ６ ７±２ ０ ８３ １±８ ６ａ ４０ ３±４ ６ ８２ １±７ ４

Ｄ１ ５ 组 ２０ ２ ５±１ ３ａ ３ ４±１ １ａ ９６ ２±４ ９ａ ３９ ２±４ ７ ７９ ６±９ ２

Ｄ２ ０ 组 ２０ １ ８±１ ０ａ ２ ５±１ ３ａ ９５ ７±５ ４ａ ４１ ２±５ ９ ８３ ４±１０ ５

Ｃ 组 ２０ ５ ３±１ ５ ７ ７±１ ９ ６３ ５±１０ ２ ３８ ７±５ ２ ７８ ３±８ １

　 　 注：与 Ｃ 组比较，ａＰ ＜ ０ ０５

评分在 ２～５ 分之间（１ 例 ２ 分，３ 例 ３ 分，１２ 例 ４ 分、
４ 例 ５ 分），提示滴鼻后 ３０ ｍｉｎ，三个剂量均能获得

满意的抗焦虑、减轻自发痛以及镇静效果，但 ２ ０
μｇ ／ ｋｇ 有部分患者镇静过深。 同时观察到滴鼻后 ３０
ｍｉｎ，２ ０ μｇ ／ ｋｇ患者的 ＨＲ、ＭＡＰ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也明显低于给药前。 给药后 ３０ ｍｉｎ，患者的

ＳｐＯ２ 值虽然与滴鼻前以及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 ２ ０ μｇ ／ ｋｇ 有 ４ 例患者 ＳｐＯ２ 值由给药前的

９６％、９７％、９７％、９８％降低为 ９４％，１ 例患者 ＳｐＯ２ 由

给药前的 ９７％降为 ９３％。 这与 Ｉｉｒｏｌａ 等［１０］报道结果

相符。 在验证了右美托咪定滴鼻的安全性、有效性

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了右美托咪啶对患者静脉及

动脉穿刺痛（诱发痛），通气功能以及患者满意度的

影响，显示右美托咪定滴鼻可剂量依赖地减轻慢性

痛觉高敏患者的动静脉穿刺痛，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其中 １ ５ μｇ ／ ｋｇ 与 ２ ０ μｇ ／ ｋｇ 患者满意度差异无

明显统计学意义），且不明显干扰患者的通气功能。
本研究未进一步观察右美托咪定术前滴鼻对

患者插管反应、术中应激反应、术后苏醒及术后疼

痛的影响，主要是既往相关的研究较多［５－７，９］。 考虑

到右美托咪定滴鼻作用时间在 １００ ｍｉｎ 左右，故本

研究选择仅行单间隙后路腰椎椎管减压内固定术

的患者，该类手术时间一般在 ９０ ｍｉｎ 左右。
综上所述，对于腰椎管狭窄伴腰椎不稳的患

者，右美托咪定 １ ５ μｇ ／ ｋｇ 滴鼻，在用药后 ３０ ｍｉｎ 即

可明显获得良好的镇静效果，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同时不明显影响患者的心率、血压和通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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