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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意外（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指在麻醉过程中出现的

与麻醉目的不相关的意外事件，包括发生在麻醉期间的麻醉

危象、麻醉并发症与意外［１－３］ 。 从麻醉质控的角度出发，避
免麻醉意外的发生对提高麻醉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但近年

来国内报道麻醉意外相关的系统性综述很少。 本文从文献

计量学角度对近 ２０ 年有关麻醉意外的有关文献进行检索与

分析，探讨麻醉意外文献近年来的变化趋势以及有关信息，
以期为临床提高麻醉安全质量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作为数据来源，将“麻
醉意外”和“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作为检索词，检索时间跨度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 年，期刊范围选取“全部期刊”。 依据 ＣＮＫＩ 文献

分析技术，对文献主要关键词、发文主要杂志、资助基金的分

布（来源）、作者单位、高被引论文等信息进行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版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　 　 果

共检索到文献 ７２５ 篇。 近 ２０ 年发文量呈现先逐年增

加，文献量最多的年份是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７５ 篇，然后开始逐年

下降，近几年的发文量下降趋势明显（图 １）。

图 １　 近 ２０ 年 ＣＮＫＩ 有关麻醉文献量的变化趋势

发表麻醉意外有关文献最多的杂志为 《中国医药指

南》，共发文 ２３ 篇，占全部文献的 ３ ２％；其他杂志发文均未

超过 １５ 篇，发文量最多的 １２ 本杂志共发表相关文献 １４５
篇，占全部文献的 ２０ ０％（表 １）。

表 １　 ＣＮＫＩ 麻醉意外有关文献发文量前十二的杂志

杂志 篇数 占比（％）

中国医药指南 ２３ ３ ２

吉林医学 １４ １ ９

中外医疗 １４ １ ９

中国社区医师 １４ １ ９

中国实用医药 １４ １ ９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１２ １ ７

中国误诊学杂志 １２ １ ７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 １０ １ ４

实用医技杂志 ８ １ １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８ １ １

中国伤残医学 ８ １ １

中国乡村医药 ８ １ １

总计 １４５ ２０ ０

发表麻醉意外有关文献最多的单位为山西医科大学，共
发文 １１ 篇，占全部文献的 １ ５％，其他单位发文均未超过 １０
篇，发文量前十单位共发表相关文献 １０４ 篇，占全部文献的

１４ ３％（表 ２）。

表 ２　 麻醉意外相关文献发文量前十的单位

单位 篇数 占比（％）

山西医科大学 １１ １ 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７ １ 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６ ０ ８

解放军总医院 ６ ０ ８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６ ０ ８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６ ０ ８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４ ０ ６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４ ０ ６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１８ 个单位 ３ ０ ４

总计 １０４ １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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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最多，有 ２１ 篇，占比

２ ９％，其他基金项目的论文均不超过 ５ 篇（表 ３）。

表 ３　 麻醉意外相关文献基金资助前十的项目

基金项目 篇数 占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１ ２ ９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４ ０ ６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基金 ３ ０ ４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３ ０ ４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３ ０ ４

国家科技支援计划 ３ ０ ４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 ２ ０ ３

卫生部科学研究基金 ２ ０ ３

山西省科技攻关计划 ２ ０ ３

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 ２ ０ ３

总计 ４２ ５ ８

表 ５　 ＣＮＫＩ 近 ２０ 年与麻醉意外文献有关的关键词（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 年

麻醉（１０） 麻醉（３３） 麻醉（３３） 护理（３７） 麻醉（９６）

并发症（５） 护理（１５） 护理（３３） 麻醉（２０） 护理（８６）

呼吸（２） 大鼠（１４） 丙泊酚（１２） 并发症（１４） 并发症（３４）

气管插管（２） 动物模型（１２） 并发症（１０） 无痛胃镜（１０） 丙泊酚（２３）

大鼠（２） 移植（７） 无痛胃镜（９） 丙泊酚（９） 大鼠（２３）

小儿（２） 心脏移植（５） 剖宫产（９） 全身麻醉（８） 无痛胃镜（２１）

牙槽突裂（２） 儿童（５） 小儿（７） 围手术期（６） 动物模型（１８）

胆囊切除术（２） 肾移植（５） 芬太尼（７） 腹腔镜（５） 小儿（１６）

全身麻醉（２） 静脉麻醉（５） 手术（７） 老年人（５） 腹腔镜（１６）

唇裂（２） 利多卡因（５） 腹腔镜（６） 硬膜外麻醉（５）

被引数量最多的文献为《上海市 ２０ 年剖宫产产妇死亡

原因分析》，共 ８６ 次，被引前十文献共被引 ２５６ 次（表 ４）。
近 ２０ 年有关麻醉意外文献涉及的关键词如表 ５ 所示，

进一步以 ５ 年为 １ 个周期，分析显示各周期有关麻醉意外文

献关键词的变化各不相同（表 ５）。

讨　 　 论

文献资料显示，国内最早报道麻醉意外的文献是 １９５９
年《上医学报》上的“急救呼吸停止针灸创奇迹” ［４］ ，国外最

早的 报 道 可 追 溯 到 １９４８ 年 在 Ｍｅｄ Ｐｒｅｓｓ 上 发 表 的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一文和发表在 Ｉｎ⁃
ｄｉａｎ Ｊ Ｓｕｒｇ 上发表的“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５－６］。 近 ２０ 年国

表 ４　 麻醉意外相关文献引文数前十的文献

文题 被引次数

上海市 ２０ 年剖宫产产妇死亡原因分析 ８６
３５４ 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的诊断

及病因分析
３５

兔下颌骨临界骨缺损人工材料植入

实验动物模型的建立
２４

线栓法制作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

模型若干问题的探讨
２３

结肠镜在小儿下消化道疾病诊疗中的

应用
２３

优化产前健康教育模式对缓解分娩焦虑

情绪与改善分娩结局的效果评价
２１

利多卡因椎管内麻醉意外的研究进展 １８
利多卡因在蛛网膜下腔麻醉致死犬

体内的分布
１８

腹腔镜内环口缝扎术治疗小儿鞘膜

积液
１７

注射后留置时间对大鼠 Ｃ６ 脑胶质瘤

模型的影响
１７

总计 ２５６

内有关麻醉意外研究和报道的文献量从 １９９７ 年起逐步升

高，至 ２０１０ 年最高（７６ 篇），以后逐渐降低。 发文量前十的

单位文献量共 １０４ 篇，其中近 ５ 年为 ２５ 篇。 分析麻醉意外

文献被引数量前十的文章，其中有 ２ 篇是近 ５ 年发表，其他

均为 ２０ 世纪初期发表。 发文量和文献被引次数一定程度上

反映研究的热点和趋势，综合分析近年来有关麻醉意外文献

的发文量以及被引情况，可认为，随着麻醉技术水平的提高，
麻醉意外发生情况在逐渐减少，有关麻醉意外研究的关注度

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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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论文的发文期刊分布可以反映出其核心文献

的主要来源，本分析显示麻醉意外有关文献发表的杂志以综

合性杂志为主，有关麻醉专业杂志并未进入前十杂志，表明

与麻醉意外有关的文献受到非麻醉专业杂志的接受与欢迎。
在前十研究资助基金的分布（来源）中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为主（２１ 篇），此结果说明国家层面非常重视麻醉意外的有

关研究。
麻醉意外文献涉及的关键词除“麻醉”外，可发现近年

来主要集中在“护理”“丙泊酚”“无痛胃镜”“腹腔镜”“老年

麻醉”等方面，其中“护理”是近 １５ 年出现的主要关键词，
“丙泊酚”、“无痛胃镜”和“腹腔镜”是近 １０ 年出现的主要关

键词，“围术期”和“老年人”则是近 ５ 年出现的主要关键词。
近 ３ 个 ５ 年周期同时都高频出现“护理”，分析有关文献，可
见麻醉意外的防护已成为围术期麻醉护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之一，护理工作已呈现积极融入手术麻醉的安全工作中，护
理质量不断提高［７－８］ 。 丙泊酚是目前临床广泛应用的全身

麻醉药，与麻醉意外有关文献最早为 ２００２ 年，有关文献主要

涉及麻醉意外预防的临床研究及经验总结，或者为个案报

道，其处理原则是快速诊断、对症处理、保持生命体征稳

定［９－１１］ 。 无痛胃镜技术近年来发展较快，其优点在于患者在

镇静、镇痛和睡眠状态下完成胃镜检查，并在检查完毕后迅

速苏醒。 无痛胃镜常用的静脉全麻药为丙泊酚，无痛胃镜技

术的发展离不开丙泊酚的广泛应用［１２－１３］ ，麻醉意外文献与

“无痛胃镜”和“丙泊酚”关键词的出现表明该技术存在的麻

醉意外风险一直受到临床的高度重视［１４－１５］ 。 围术期医学是

一个非常广泛的医学范畴，依据外科患者的住院时间段，可
分为术前、术中和术后三个时段，临床经验启示，医疗活动的

时段越长，出现风险的机会也越多［１６］ 。 近 ５ 年麻醉意外检

索时关键词“老年麻醉”的出现，表明老年患者围术期发生

麻醉意外的风险较大［１７－１８］ 。 有关“麻醉意外”与“腹腔镜”
关键词文献的增多，表明随着腹腔镜手术的增多，临床上对

其麻醉意外发生的关注度也在逐步提高。
提高麻醉质量、避免麻醉意外的发生一直是麻醉质量控

制的重要任务和目的之一。 通过麻醉意外有关文献的检索

与分析，尤其是了解近 ２０ 年麻醉意外文献涉及关键词的变

化，从麻醉质量控制的角度出发，其结果有助于充分了解目

前临床上与麻醉意外有关的问题及其关注的热点，并将其作

为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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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ｓｅ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５， （７）： ＣＤ００７３９９．

［１２］ 　 Ａｌｌｅｎ Ｍ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ｄｅｅｐ ｓｅ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ｓｕｉｔｅ．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２０１７， ３０（４）： ５０１⁃５０６．

［１３］ 　 Ｓａｔｏ Ｍ， 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Ａ， Ｔａｍａｋｉ Ｍ，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ｕｒｓ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ｓｅ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７
（６）： １０９８⁃１１０４．

［１４］ 　 Ｔａｎａｋａ Ｎ， 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Ａ，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ｓｅｄ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
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 Ａ ａｎｄ Ｂ ｃｉｒｒｈｏ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３， ５８（５）： １３８３⁃１３８９．

［１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ＧＤ， Ｍｕｆｆｌｙ ＭＫ，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ＪＭ， ｅｔ 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ｂｙ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ｔ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ｅｓｔｈ Ａｎａｌｇ， ２０１７， １２５（５）： １５１５⁃１５２３．

［１６］ 　 刘进． 中国麻醉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趋势． 实用医院临床杂

志， ２０１４， １１（２）： １⁃３．
［１７］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Ａ， Ｅｖｅｌｙｎｅ ＡＫ，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Ｅ，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ｃｉａｌ ｃｌｅｆ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
ｇｏｌ， ２０１４， ７８（３）： ５０４⁃５０６．

［１８］ 　 Ｐａｌｖｉａ Ｖ，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ＪＨ， Ｖｉｇｈ ＲＳ， ｅｔ ａｌ．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ｅｎｓ ｄｅｆｏｇ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Ｍｉｎｉｍ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Ｔｈｅｒ， ２０１８， ７
（４）： １５６⁃１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６）

·０８１·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３６ 卷第 ２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Ｖｏｌ．３６，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