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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舒芬太尼复合右美托咪定用于喉部分切除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ＰＣＩＡ）
的效果。 方法　 选择全麻下行喉部分切除术患者 ６０ 例，男 ４４ 例，女 １６ 例，年龄 ３５～６５ 岁，ＡＳＡ Ⅰ或

Ⅱ级。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舒芬太尼组（Ｓ 组）和舒芬太尼复合右美托咪定组（ＳＤ 组），每组

３０ 例。 术毕行 ＰＣＩＡ，Ｓ 组配方为舒芬太尼 １ ５ μｇ ／ ｋｇ；ＳＤ 组配方为舒芬太尼 １ ５ μｇ ／ ｋｇ＋右美托咪定

５ μｇ ／ ｋｇ，两组均用生理盐水配成 １００ ｍｌ，背景输注速度 ２ ｍｌ ／ ｈ，单次剂量 １ ｍｌ，锁定时间 １５ ｍｉｎ。 记

录术后 ４、８、１２、２４ ｈ 的 ＶＡＳ 疼痛评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术后 ２４ ｈ 内舒芬太尼用量、补救镇痛例数、
咳嗽次数、吸痰次数及吸痰时躁动数、睡眠时间以及术后 ＰＣＩＡ 期间切口出血、心动过缓、肺部感染、
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 结果　 两组术后不同点 ＶＡＳ 疼痛评分均≤４ 分。 与 Ｓ 组比较，ＳＤ 组术后不

同时点 ＶＡＳ 疼痛评分明显降低，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明显升高，术后 ２４ ｈ 内舒芬太尼用量明显减少，咳
嗽发生次数及吸痰时躁动明显减少，术后当日睡眠时间明显延长（Ｐ＜０ ０５）。 两组术后切口出血及

肺部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均无补救镇痛，未见心动过缓、呼吸抑制发生。 结论

舒芬太尼复合右美托咪定 ＰＣＩＡ 用于喉部分切除术后镇痛效果确切，且能明显减轻患者气道反应，减
少舒芬太尼用量，减少术后刺激性咳嗽次数，降低吸痰时躁动发生，有利于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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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癌是耳鼻喉部常见的肿瘤，是发病率仅次于

肺癌的呼吸道第二大恶性肿瘤［１］。 目前治疗方法

仍以手术切除为主。 手术创伤、术后切口疼痛、经
气管导管口呼吸、气道分泌物增多，均导致患者不

适，再加上手术切除发音器官，患者无法用语言表

达自身不适，更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体验，部分患者

甚至可出现焦虑、抑郁［２］。 良好的术后镇痛镇静可

以为患者提供充足的精力和时间去适应。 右美托

咪定作为一种高选择性 α２ 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药，
具有镇静、镇痛、抗焦虑作用。 研究［３－４］ 表明，右美

托咪定辅助阿片类药物用于术后镇痛能改善镇痛

效果，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量，促进术后康复。 右

美托咪定用于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能明显减少呛咳

发生，抑制患者气道反应［５］。 本研究拟评价舒芬太

尼复合右美托咪定对喉部分切除患者术后 ＰＣＩＡ 镇

痛效果及气道反应性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ＸＪＴＵ１ＡＦ２０１７ＬＳＬ⁃０１５），患者均自愿签署术后镇痛

知情同意书。 选择拟在全麻下行喉部分切除术患

者，性别不限，年龄 ３５ ～ ６５ 岁，体重 ５５ ～ ７５ ｋｇ，ＡＳＡ
Ⅰ或Ⅱ级。 排除标准：慢性疼痛史或长期使用镇痛

或精神类药物（阿片类、ＮＳＡＩＤｓ 类、苯二氮 类、抗
抑郁类）、酒精滥用史、术前 ２４ ｈ 内使用镇静药、术
前接受放化疗、气管切开史。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男 ／女
（例）

年龄

（岁）
体重

（ｋｇ）
ＡＳＡ Ⅰ／Ⅱ级

（例）
手术时间

（ｍｉｎ）
麻醉时间

（ｍｉｎ）
苏醒时间

（ｍｉｎ）

Ｓ 组 ３０ ２１ ／ ９ ５７ ９±７ １ ６６ ２±７ ５ １０ ／ ２０ １５０ ３±４１ ７ １３６ ８±２５ １ １４ ９±６ ７

ＳＤ 组 ３０ ２３ ／ ７ ５８ ４±６ ８ ６３ ４±８ ４ ８ ／ ２２ １４８ ５±３８ ２ １３３ ６±２０ ７ １２ ５±７ ９

麻醉方法 　 患者入室后常规监测 ＢＰ、 ＨＲ、
ＥＣＧ、ＳｐＯ２ 和 ＢＩＳ。 所有患者在局麻下行气管切开，
在插入气管导管前进行麻醉诱导：静脉注射咪达唑

仑 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丙泊酚 １ ５ ～ ２ ０ ｍｇ ／ ｋｇ、舒芬太尼

０ ５ μｇ ／ ｋｇ、顺式阿曲库铵 １ ｍｇ ／ ｋｇ 快速诱导。 插管

后设 置 呼 吸 机 参 数： ＶＴ ６ ～ ８ ｍｌ ／ ｋｇ， ＲＲ １２ ～

１４ 次 ／分，维持 ＰＥＴＣＯ２ ３５ ～ ４５ ｍｍＨｇ。 麻醉维持吸

入七氟醚 ０ ８ ～ １ ０ ＭＡＣ，静脉泵注瑞芬太尼 ０ １５
μｇ·ｋｇ－１·ｍｉｎ－１、顺式阿曲库铵 ０ １ ｍｇ·ｋｇ－１·ｈ－１，
术中维持 ＢＩＳ ４０～６０。 手术结束前 ３０ ｍｉｎ 停用肌松

药同时静脉注射托烷司琼 ５ ｍｇ。 术毕送往 ＰＡＣＵ，
苏醒达离室标准后送回病房。

分组与处理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两组：舒芬太尼组（Ｓ 组）和舒芬太尼复合右美托咪

定组（ＳＤ 组）。 术毕行 ＰＣＩＡ，Ｓ 组配方为舒芬太尼

１ ５ μｇ ／ ｋｇ（批号：９１Ａ１０２２１），ＳＤ 组配方为舒芬太

尼 １ ５ μｇ ／ ｋｇ ＋ 右 美 托 咪 定 ５ μｇ ／ ｋｇ （ 批 号：
１９１１０５３１）。 两组均用生理盐水配成 １００ ｍｌ。 参数

设置：背景输注速率 ２ ｍｌ ／ ｈ，单次剂量 １ ｍｌ，锁定时

间 １５ ｍｉｎ。 若患者 ＶＡＳ 疼痛评分≥５ 分，静注吗啡

０ １ ｍｇ ／ ｋｇ 行补救镇痛。
观察指标　 记录术后 ４、８、１２、２４ ｈ 的 ＶＡＳ 疼痛

评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 记录吗啡补救镇痛例数。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舒芬太尼用量。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

刺激性咳嗽次数、吸痰次数、吸痰时躁动例数及睡

眠时间。 刺激性咳嗽按 １～５、６ ～ １０、＞１０ 次分层［４］。
记录术后 ＰＣＩＡ 期间切口出血、心动过缓（ＨＲ＜５０
次 ／分）、肺部感染、呼吸抑制（ ＳｐＯ２ ＜ ９０％）等不良

反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分析。 正

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成组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χ２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ＡＳＡ 分级、手术时

间、麻醉时间和苏醒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术后不同时点 ＳＤ 组 ＶＡＳ 疼痛评分明显低于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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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明显高于 Ｓ 组（Ｐ＜０ ０５） （表
２）。 两组均未出现过度镇静。

ＳＤ 组刺激性咳嗽次数、吸痰次数明显多于 Ｓ
组，吸痰时躁动发生率明显低于 Ｓ 组，术后 ２４ ｈ 内

舒芬太尼用量明显少于 Ｓ 组，睡眠时间明显长于 Ｓ
组（Ｐ＜０ ０５）（表 ３）。 两组均未行吗啡补救镇痛。

两组术后切口出血、肺部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 ４）。 两组均未发生心动过缓、呼吸

抑制。

表 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点 ＶＡＳ 疼痛评分及 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的比较（分，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４ ｈ ８ ｈ １２ ｈ ２４ ｈ

ＶＡＳ 疼痛评分 Ｓ 组 ３０ ３ ３±１ ２ ２ ９±０ ８ ２ ５±０ ９ １ ９±１ ３

ＳＤ 组 ３０ ２ ７±０ ９ａ ２ ３±１ １ａ １ ９±１ ２ａ １ １±１ ５ａ

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 Ｓ 组 ３０ ２ ３±１ ２ ２ ４±０ ９ １ ８±０ ７ １ ７±０ ８

ＳＤ 组 ３０ ３ １±０ ８ａ ２ ９±０ ７ａ ２ ３±１ １ａ ２ １±０ ５ａ

　 　 注：与 Ｓ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舒芬太尼用量、咳嗽次数、吸痰次数、吸痰躁动及睡眠时间的比较

组别 例数
舒芬太尼用量

（μｇ）

咳嗽［例（％）］

１～５ 次 ６～１０ 次 ＞１０ 次

吸痰

（次）
吸痰时躁动

［例（％）］
睡眠时间

（ｈ）

Ｓ 组 ３０ ５３ ９±１０ ４ ７（２３） １２（４０） １１（３７） １８ ３±７ ４ １４（４７） ５ ９±１ ８

ＳＤ 组 ３０ ４７ ２±１１ ７ａ １５（５０） ９（３０） ６（２０） １２ ６±５ ５ａ ５（１７） ａ ７ １±２ ２ａ

　 　 注：与 Ｓ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讨　 　 论

喉癌术后疼痛引起的应激反应会导致多种不

良后果，严重影响患者术后恢复。 喉癌术中常规行

气管切开，吸入气体经过套管直接入肺。 失去上呼

吸道的加温、湿化、过滤作用，干、冷气体直接进入

下呼吸道，刺激呼吸道黏膜，尤其是喉癌术后早期，
呼吸道黏膜对吸入气体耐受性较差。 与全喉切除

患者比较，喉部分切除患者增加了术后套管对气道

的刺激，因而呼吸道分泌物更多，呼吸道反应表现

更为剧烈。 因此本研究以喉部分切除患者为研究

对象，观察舒芬太尼复合右美托咪定用于喉部分切

除患者术后镇痛效果及气道反应性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Ｓ 组比较，ＳＤ 组 Ｒａｍｓａｙ 镇

静评分明显升高。 两组患者均未行补救镇痛，其中

ＳＤ 组 ＶＡＳ 疼痛评分降低，ＳＤ 组患者镇痛较完善，
提示右美托咪定可与舒芬太尼发挥协同镇痛作用，
这与之前的研究［６］ 结果一致。 右美托咪定作用于
中枢的 α 受体，激动脊髓突触前、后膜上的 α２ 受

体，使细胞产生超极化，抑制疼痛信号向中枢传递。
同时还能抑制下行延髓－脊髓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

突触前膜 Ｐ 物质和其他伤害性肽类的释放，从而终

止疼痛信号传导［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复合使用右美托咪定的患

者，术后 ２４ ｈ 内刺激性咳嗽强度、患者吸痰次数及

吸痰时躁动例数明显减少。 术后气道内吸引等机

械操作的强烈刺激，使气道对各种刺激具有高度敏

感性，患者更易发生气道激惹。 右美托咪定可对外

周 α２ 受体作用，松弛气道平滑肌，扩张支气管，从而

减轻咳嗽反射［８］。 有研究［９］ 表明，右美托咪定不仅

可减少气道内刺激引起乙酰胆碱的释放，同时可减

轻胆碱能电刺激引起的气道平滑肌收缩。 此外，右
美托咪定还可减弱外源性乙酰胆碱及 Ｃ 型纤维介

导的气管平滑肌收缩，从而使气道对套管及吸痰反

应更缓和，故复合使用右美托咪定的患者每次吸痰

操作更彻底，因而吸痰次数明显减少。
喉癌术后频繁咳嗽、咳痰是导致患者睡眠障碍

的首要因素［１０］。 右美托咪定作为镇静药广泛应用

于临床麻醉及 ＩＣＵ 患者的镇静。 本研究中，舒芬太

尼复合右美托咪定患者睡眠时长明显长于单纯使

用舒芬太尼的患者。 其主要原因有复合使用右美

托咪定减轻了患者咳嗽的次数和咳嗽的强度，同时

协同阿片类药物的镇痛镇静作用，减轻患者痛苦

体验。
本研究中，所有复合使用右美托咪定的患者均

未发现过度镇静的表现。 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

使用右美托咪定剂量为 ０ １ μｇ·ｋｇ－１·ｈ－１，低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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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切口出血 肺部感染

Ｓ 组 ３０ １（３） １（３）

ＳＤ 组 ３０ ２（７） １（３）

荐镇静剂量 ０ ２～０ ７ μｇ·ｋｇ－１·ｈ－１。 其次，复合用

药使舒芬太尼用量减少，也减轻其镇静作用。 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提示右美托咪定可安

全应用于喉部分切除患者术后 ＰＣＩＡ。
综上所述，舒芬太尼复合右美托咪定用于喉部

分切除患者 ＰＣＩＡ 镇痛效果确切，减少舒芬太尼使

用量，安全性高，且能降低气道反应性，减轻咳嗽反

应，提高术后当日睡眠质量，促进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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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词左右。 英文摘要尚应包括文题（仅第一个字母大写）、所有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后；姓全大写，名字仅首字母大写）、第
一作者单位名称和科室、所在城市名、邮政编码及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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