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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观察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对肺叶切除术患者术后恶心呕吐（ＰＯＮＶ）的影响，
验证胃肠－迷走神经－脑轴在肺叶切除术 ＰＯＮＶ 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方法　 选择择期行胸腔镜下右侧

肺叶切除术的女性患者 １８０ 例，年龄 ３０～７５ 岁，ＢＭＩ １８～３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Ⅰ—Ⅲ级。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分为两组：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组（ＶＢ 组）和对照组（Ｃ 组），每组 ９０ 例。 术中由外科医师在胸腔

镜下对 ＶＢ 组使用 ０ ７５％罗哌卡因 ２ ５ ｍｌ 行气管下段右侧迷走神经阻滞，Ｃ 组不行胸腔内迷走神经阻

滞。 记录肺叶切除术后 ２４ ｈ 内 ＰＯＮＶ 发生情况。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首次肛门排气和排便情况、补救性

止吐药应用情况、术后 ２４ ｈ 数字疼痛评分量表（ＮＲＳ）评分、意识模糊评估法－中文修订版（ＣＡＭ⁃ＣＲ）评
分。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咳嗽、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晕动

症、ＰＯＮＶ 病史、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无一例吸烟、哮喘病史。 与 Ｃ 组比

较，术后 ２４ ｈ 内 ＶＢ 组 ＰＯＮＶ 发生率明显降低［２４（２７％） ｖｓ ３９ （４３％）， （Ｐ＜０ ０５）］。 两组术后 ２４ ｈ 内

首次肛门排气和排便情况、补救性止吐药应用情况、术后 ２４ ｈ ＮＲＳ 评分、ＣＡＭ⁃ＣＲ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两组术后 ２４ ｈ 内无一例咳嗽、低血压等不良反应。 结论　 肺叶切除术中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能够

有效减少 ＰＯＮＶ 的发生，提示迷走传入神经在介导 ＰＯＮＶ 的发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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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后 恶 心 呕 吐 （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ＰＯＮＶ）是围术期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虽
然临床应用多模式预防和治疗恶心呕吐的方案，仍
有约 ３０％的全麻患者发生 ＰＯＮＶ，而高风险患者可

高达 ８０％［１］。 涉及切断迷走神经干操作的胃癌根

治术和食管癌手术患者 ＰＯＮＶ 的发生大幅减少，表
明胃肠 －迷走神经 －脑轴是发生 ＰＯＮＶ 的关键通

路［２］。 尽管肺叶切除术未直接刺激胃肠道， 但

ＰＯＮＶ 的发生率仍较高，尤其在女性患者中。 故本

研究对接受右侧肺叶切除术的女性患者行右侧气

管下段迷走神经阻滞，观察胃肠－迷走神经－脑轴是

否在肺叶切除术后的 ＰＯＮＶ 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

为通过调控迷走神经活性来预防和治疗 ＰＯＮＶ 提

供临床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２０２２－ＳＲ－３３１），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

择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择期行胸腔镜下右

侧肺叶切除术或肺段切除术的女性患者，年龄３０～
７５ 岁，ＢＭＩ １８ ～ ３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Ⅰ—Ⅲ级。 排除标

准：全身情况较差，接受化疗，合并严重心血管和肺

部疾 病， 严 重 肝 肾 功 能 障 碍， 肥 胖 （ ＢＭＩ ＞ ３０
ｋｇ ／ ｍ２） ［３］，怀孕，支气管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史，严重药物或食物过敏史，电解质紊乱，术前意识

模糊评估法－中文修订版（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Ｍ⁃ＣＲ）评分＞ １９ 分，术
前发生恶心呕吐，术中循环不稳定（失血量 ＞ ６００
ｍｌ），研究未能按计划完成。 剔除标准：未按原术式

进行手术，术中大量失血或其他需要抢救的情况。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胸腔内迷走神

经阻滞组（ＶＢ 组）和对照组（Ｃ 组）。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禁食 ８ ｈ，禁饮 ４ ｈ。 入室

后常规监测 ＥＣＧ、ＳｐＯ２、体温。 静脉滴注复方乳酸

钠，在输液同侧行上肢桡动脉穿刺，测定动脉压。
麻醉诱导时所有患者均接受纯氧通气至少 ３ ｍｉｎ。
依次静脉推注戊乙奎醚 ０ ５ ｍｇ、地塞米松 １０ ｍｇ、咪
达唑仑 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依托咪酯 ０ ２ ｍｇ ／ ｋｇ、丙泊酚 １
ｍｇ ／ ｋｇ、顺式阿曲库铵 ０ ２ ｍｇ ／ ｋｇ 和舒芬太尼 ０ ４
μｇ ／ ｋｇ，行气管插管进行机械通气：ＶＴ ６ ｍｌ ／ ｋｇ，ＲＲ
１２ 次 ／分，气道压 １２～２５ ｃｍＨ２Ｏ。 麻醉维持：丙泊酚

２ ～ ３ ｍｇ · ｋｇ－１ · ｈ－１、 瑞 芬 太 尼 ０ ０５ ～ ０ １
μｇ·ｋｇ－１·ｍｉｎ－１、吸入 １％七氟醚和舒芬太尼 ０ ３ ～
０ ４ μｇ ／ ｋｇ，根据患者的 ＨＲ 和 ＢＰ 调整剂量。 必要

时采用不同种类的阿片类药物进行镇痛或麻黄碱、
阿托品等维持 ＨＲ、ＢＰ 波动幅度在基础值的 ２０％以

内，不同种类阿片类药物的剂量采用吗啡等效剂量，
简称吗啡当量。 患者术中按照 ８ ～ １０ ｍｌ·ｋｇ－１·ｈ－１

输入复方乳酸钠和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氯化钠注射

液。 术中由外科医师在胸腔镜下对 ＶＢ 组患者进行

气管下段右侧迷走神经阻滞，以卵圆钳推压肺尖，
暴露迷走神经， 由外侧斜向内进针， 缓慢注入

０ ７５％罗哌卡因 ２ ５ ｍｌ 行局部神经阻滞，可见迷走

神经被药液包绕（图 １），Ｃ 组不进行胸腔内迷走神

经阻滞。 手术结束前静脉推注氟比洛芬酯 ５０ ｍｇ、
昂丹司琼 ８ ｍｇ。 术后镇痛方案统一为 ＰＣＡ，镇痛泵

配方：羟考酮 ３０ ｍｇ、昂丹司琼 ９ ｍｇ 加生理盐水 １６０
ｍｌ，持续量 １ ｍｌ ／ ｈ，单次量 ６ ｍｌ，锁定时间 １５ ｍｉｎ，极
限量 ３０ ｍｌ。 术后根据患者 ＰＯＮＶ 发生情况，首先考

虑暂停使用 ＰＣＡ 泵。 若停用后症状得到有效控制，
则无需进一步采取补救性止吐措施。 若 ＰＣＡ 泵停

用后，患者症状仍无缓解，则由外科医师应用补救

性止吐药，嘱静脉推注托烷司琼 ５ ｍｇ 或阿扎司琼

１０ ｍｇ。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患者在手术结束

前已接受昂丹司琼 ８ ｍｇ 静脉注射。 根据国际

ＰＯＮＶ 共识指南，若预防性应用 ５⁃ＨＴ３ 受体拮抗剂

未能有效预防 ＰＯＮＶ，则在术后 ６ ｈ 内再次应用此类

药物可能效果不佳。 因此，在此情况下，外科医师

倾向于不应用补救性止吐药，而是继续密切观察患

者症状的变化。

　 　 注：红色圆圈内表示胸腔镜直视下 ０ ７５％罗哌卡因 ２ ５ ｍｌ
行局部阻滞后被药液包绕的迷走神经。

图 １　 ０ ７５％罗哌卡因 ２ ５ ｍｌ 进行气管下段右侧

迷走神经阻滞

观察指标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 ＰＯＮＶ 发生情

况［４］。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首次肛门排气和排便情况、
补救性止吐药应用情况、术后 ２４ ｈ 数字疼痛评分量

表（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ＮＲＳ）评分和 ＣＡＭ⁃ＣＲ 评

·５８３·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０，Ｎｏ．４



分。 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咳嗽、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
统计分析　 采用 ＰＡＳＳ １５ ０ 计算样本量，主要

指标为 ＰＯＮＶ 发生率。 ＶＢ 组 ＰＯＮＶ 发生率为

２０％，Ｃ 组 ＰＯＮＶ 发生率为 ４０％。 假设 α ＝ ０ ０５，１－
β＝ ０ ８，ＶＢ 组与 Ｃ 组样本量之比为 １ ∶ １，考虑 １５％
的脱落率，最终每组样本量为 ９０ 例，共 １８０ 例。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 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

数和四分位数间距［Ｍ（ ＩＱＲ）］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Ｐ＜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１８０ 例，每组 ９０ 例。 两组患

者年龄、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晕动症、ＰＯＮＶ 病史、高血

压和糖尿病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两组

无一例吸烟、哮喘病史。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Ⅰ／Ⅱ ／ Ⅲ级

（例）
晕动症 ／ ＰＯＮＶ 病史

（例）
高血压 ／糖尿病

（例）

ＶＢ 组 ９０ ５６ ５±１０ ０ ２２ ７±２ ５ ２ ／ ８７ ／ １ ５７ ／ ７ １８ ／ ７

Ｃ 组 ９０ ５５ ８±１０ ２ ２３ ４±２ ８ ３ ／ ８７ ／ ０ ５０ ／ ４ １７ ／ ８

表 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麻醉时间

（ｍｉｎ）
输液总量

（Ｌ）
尿量

（ｍｌ）

ＶＢ 组 ９０ ９５ ０（７０ ０～１２０ ０） １２０ ０（９５ ０～１５０ ０） １ １（１ １～１ ６） ３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５００ ０）

Ｃ 组 ９０ ９０ ０（６５ ０～１１５ ０） １２０ ０（９５ ０～１３６ ３） １ １（１ １～１ ６） ２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０ ０）

表 ３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后 ２４ ｈ 内首次肛门

排气［例（％）］
术后 ２４ ｈ 内

首次排便［例（％）］
术后 ２４ ｈ 内补救性

止吐药［例（％）］
术后 ２４ ｈ ＮＲＳ 评分

（分）

ＶＢ 组 ９０ ４０（６９） ０（０） １２（１３） ２ ７±０ ８

Ｃ 组 ９０ ４９（６５） ５（７） ２１（２３） ２ ５±０ ９

两组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术中输液总量、尿量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ＶＢ 组术后 ２４ ｈ 内发生 ＰＯＮＶ ２４ 例（２７％），Ｃ

组 ３９ 例（４３％）。 与 Ｃ 组比较，术后 ２４ ｈ 内 ＶＢ 组

ＰＯＮＶ 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两组术后 ２４ ｈ 内首次肛门排气和排便情况、补

救性止吐药应用情况、术后 ２４ ｈ ＮＲＳ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 ３）。 所有患者术后 ２４ ｈ ＣＡＭ⁃ＣＲ 评

分＜１９ 分。
两组术中吗啡当量和阿托品用量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 ４）。 两组术后 ２４ ｈ 内无一例咳嗽、低血

压等不良反应。

讨　 　 论

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有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

等优势，但 ＰＯＮＶ 的发生率仍较高，通常发生在术

后的 ２４ ｈ 内，并且绝大多数在 ２４ ｈ 后症状好转，较
少持续到 ２４ ｈ 后。 本研究观察记录术后 ２４ ｈ 内

ＰＯＮＶ 的情况，结果显示，未行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

的肺叶切除术患者 ＰＯＮＶ 发生率为 ４３％， 与既往报

道的 ＰＯＮＶ 发生率基本一致［５］，而行胸腔内迷走神

经阻滞的患者 ＰＯＮＶ 发生率降低至 ２７％，显示迷走

传入神经在介导 ＰＯＮＶ 的发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恶心呕吐的发生机制主要与神经传导通路及

与其相关的神经递质和受体有关。 有四种神经通

路潜在地向位于延髓的孤束核发送恶心呕吐信号：
来自胃肠道的迷走神经传入纤维，来自前庭核的与

晕动症相关的前庭输入，位于延髓的可被循环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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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两组患者术中吗啡当量和阿托品用量的比较

［ｍｇ，Ｍ［ＩＱＲ］］

组别 例数 吗啡当量 阿托品

ＶＢ 组 ９０ ４５ ０（４０ ０～５０ ０） ０ ０（０ ０～１ ０）

Ｃ 组 ９０ ５０ ０（４０ ０～５０ ０） １ ０（０ ０～１ ０）

激活的后极区（ＡＰ）和前脑下行通路［２］。 孤束核通

过激活局部脑干区域的呕吐中枢，经传出神经通路

产生呕吐反射，并上行投射到中脑和前脑引起恶

心。 涉及切断迷走神经干操作的胃大部切除术和

食管癌手术的 ＰＯＮＶ 发生率降低至约 １０％，明显低

于肺叶手术、肝脏手术和结直肠手术 ＰＯＮＶ 的发生

率（约 ３０％），推测出胃肠－迷走神经－脑轴通路在

ＰＯＮＶ 中起到重要的作用［２］。 前两类手术都直接对

胃部进行手术操作，手术方式本身可能也会干扰恶

心呕吐反射中的胃肠道效应器功能，导致 ＰＯＮＶ 的

降低。 本研究针对肺叶切除术这种不直接干扰胃

肠道的胸腔内手术，阻断手术侧迷走神经的信号传

入，观察到 ＰＯＮＶ 减少近 ４０％ （从 ４３％ 降低至

２７％），支持胃肠－迷走神经－脑轴通路在 ＰＯＮＶ 中

起到重要作用的结论。
已知阿片类药物的应用与 ＰＯＮＶ 之间存在剂

量－反应关系［６］。 动物研究包括狗和雪貂的迷走神

经切断术和 ＡＰ 消融术表明，阿片类药物通过作用

于 ＡＰ 而产生呕吐［７］。 另外，阿片类药物也会干扰

胃肠功能，抑制胃蠕动，延缓胃排空［８－９］。 胃肠蠕动

障碍可能会激活迷走神经，触发并向中枢传递恶心

呕吐信号。 然而，本研究利用罗哌卡因阻滞胸腔内

迷走神经，术后 ２４ ｈ 首次肛门排气和排便情况与未

做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的患者没有明显差异，显示

单侧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在阻断胃肠迷走神经兴

奋引起 ＰＯＮＶ 的同时，并未明显地干扰胃肠道的蠕

动和排空功能。 吸入性麻醉药也是引起 ＰＯＮＶ 的

重要因素，可以刺激狗的迷走神经传入纤维，增强

血清 ５⁃ＨＴ３ 受体功能［９－１０］。 手术创伤和麻醉均能导

致机体术中和术后的应激反应，造成组织损伤和炎

症，导致 Ｐ 物质、５⁃ＨＴ、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
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等炎性因子的局部释放［１１］，肠
道内的 ５⁃ＨＴ 表达增加，可能会增强局部胃肠黏膜

下的肌肠神经丛和迷走神经的固有初级传入神经

元的兴奋性，从而触发 ＰＯＮＶ［１２］，单侧胸腔内迷走

神经阻滞可能部分阻断 ５⁃ＨＴ 和炎性因子导致的迷

走神经传入神经元的兴奋，从而减轻 ＰＯＮＶ 的发

生。 疼痛也可以引起 ＰＯＮＶ，而迷走神经功能减弱

与疼痛解除抑制有关［１３］。 迷走神经切除的大鼠在

外周炎症期间可能对疼痛更敏感［１４］。 大鼠膈下迷

走神经切断术使大鼠外周血 β２⁃肾上腺素能受体脱

敏，缓激肽痛觉过敏增加，减弱了静脉注射吗啡的

镇痛作用［１５－１７］。 本研究胸腔内迷走神经阻滞并未

影响术后疼痛的程度，其减轻 ＰＯＮＶ 的作用与疼痛

无明显相关性。
迷走神经通过介导胃肠－脑轴的双向沟通，调

节摄食行为和保护性恶心呕吐反射，其潜在的病理

生理机制已有不少研究。 如膈下迷走神经切断术

阻断顺铂诱导的呕吐的动物模型中表明［１８］，胃肠壁

中的肠嗜铬细胞在接触化疗药物时，可能通过组胺

受体释放 ５⁃ＨＴ，激活肠道迷走传入神经末梢，再将

信号传递至延髓的孤束核到达脑干背侧引发恶心

呕吐。 Ｘｉｅ 等［１９］研究通过建立以小鼠“恶心－干呕”
反应的恶心呕吐模型，明确了当毒素入侵机体，作
为胃肠道内化学感受器的肠嗜铬细胞释放 ５⁃ＨＴ，激
活表达 ５⁃ＨＴ３ 受体基因的迷走神经感觉神经元，将
毒素相关信号从胃肠道传给位于后脑延髓的背侧

迷走复合体中的 Ｔａｃ１＋神经元，通过向腹外侧延髓

的腹侧呼吸群喙部的神经元和脑桥内外侧臂旁核

的神经元投射分别介导恶心和呕吐。 在相关穴位

进行电刺激，通过调节自主神经功能，激活肾上腺

素能和去甲肾上腺素能活性，降低迷走神经张力，
抑制 ５⁃ＨＴ 释放和胃酸分泌，提示交感神经系统参

与调节 ＰＯＮＶ 的发生［２０］。 超声引导下双侧胸椎旁

阻滞联合左侧颈部迷走神经阻滞应用于开腹造瘘

术［２１］，也进一步证实迷走神经阻滞可以防止术中胃

的牵拉反射和内脏伤害性信息通过迷走神经的内

脏感觉通路上传至大脑延髓，从而减少恶心呕吐。
此外，胸腔内可能存在迷走神经 －脑轴直接介导

ＰＯＮＶ 的发生，肺叶切除术可能产生 ＰＯＮＶ 相关的

神经或内分泌信号激活胃肠道的迷走神经传入纤

维，通过胃肠－迷走神经－脑轴的双向沟通引起术后

恶心呕吐。 综上，阻滞胸腔内迷走神经可能通过阻

断胃肠道 ５⁃ＨＴ 激活的迷走神经传入通路，抑制位

于延髓的背侧迷走复合体中的 Ｔａｃ１＋神经元的兴

奋，减低恶心呕吐相关信号的传入强度，从而抑制

ＰＯＮＶ 的发生。
迷走神经活性的调节影响大脑中枢和外周信

息传递过程和生理状态，迷走神经刺激技术在神经

系统疾病、自身免疫相关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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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围术期中的临床应用表明，提高迷走神经的活性

可作为一些临床疾病的辅助疗法［２２］。 而本研究也

显示降低迷走神经活性可以对 ＰＯＮＶ 有预防和治

疗效果，涉及迷走神经的不同治疗效果可能取决于

迷走神经活性强度的高低，另外，在单侧迷走神经

阻滞的患者中并未观察到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显示

单侧迷走神经阻滞并不会影响术后认知功能。
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处：（１）本研究为单中心小

样本量研究，仍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研究来进一步

验证此结果。 （２）本研究仅选取女性作为研究对

象，且仅阻滞右侧胸腔内迷走神经，未行左侧迷走

神经单侧阻滞，考虑到左迷走神经是支配胃前壁的

优势干，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肺叶切除术中胸腔内迷

走神经阻滞能够有效减少 ＰＯＮＶ 的发生，为胃肠－
迷走神经－脑轴通路在 ＰＯＮＶ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病

理生理机制提供了临床依据，并为通过调节迷走神

经活性预防和治疗相关性疾病提供了新的策略。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ｉ ＣＣ， Ｃｈｅｎ 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ＣＨ， ｅｔ ａｌ． 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ｕｇｈ ｉ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Ｂｒ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
２０１５， １１５（３）： ４４４⁃４４８．

［２］ 　 Ｌｉ Ｎ， Ｌｉｕ Ｌ， Ｓｕｎ Ｍ，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ｕｔ⁃ｖａｇｕｓ⁃ｂｒａｉｎ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ＢＭＣ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２０２１， ２１
（１）： ２３４．

［３］ 　 李璐， 王晓飞， 张伟， 等． 瑞马唑仑诱发不同 ＢＭＩ 患者呼吸

抑制的半数有效剂量．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２， ３８ （ １１）：
１１６７⁃１１７１．

［４］ 　 刘英姿， 顾汉宝， 刘燃， 等． 揿针联合托烷司琼对腹腔镜全

子宫切除术后恶心呕吐及炎性因子的影响． 临床麻醉学杂

志， ２０２３， ３９（６）： ５８６⁃５８９．
［５］ 　 Ｇａｎ ＴＪ， Ｂｅｌａｎｉ ＫＧ， Ｂｅｒｇｅｓｅ Ｓ， ｅｔ ａｌ．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
ｔｉｎｇ． Ａｎｅｓｔｈ Ａｎａｌｇ， ２０２０， １３１（２）： ４１１⁃４４８．

［６］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ＧＷ， Ｂｅｋｋｅｒ ＴＢ， Ｃａｒｌｓｅｎ ＨＨ，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ｐｉｏｉｄ ｕｓｅ ｉｎ ａ ｄ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ｅｓｔｈ Ａｎａｌｇ， ２００５， １０１
（５）： １３４３⁃１３４８．

［７］ 　 Ｃｈｅｎ ＪＤ， Ｑｉａｎ Ｌ， Ｏｕｙ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ｒｔ ｐｕｌｓｅ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ｄｙｓ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ｉｎ ｄｏｇ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１２４（２）： ４０１⁃４０９．
［８］ 　 郑筱卓， 魏珂． 减肥手术后恶心呕吐防治的研究进展． 临床

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１， ３７（４）： ４４１⁃４４３．
［９］ 　 Ｍｕｔｏｈ Ｔ， Ｔｓｕｂｏｎｅ Ｈ，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Ｒ，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ａｎ⁃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ｎ ｖａｇａｌ Ｃ⁃ｆｉｂ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ｆｌｅｘｅｓ 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
ｔｉｚｅｄ ｄｏｇｓ． Ｒｅｓｐｉ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１９９８， １１２（３）： ２５３⁃２６４．

［１０］ 　 Ｐａｒｋｅｒ ＲＭ， Ｂｅｎｔｌｅｙ ＫＲ， Ｂａｒｎｅｓ ＮＭ． Ａｌｌｏｓｔｅｒ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ＨＴ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 １９９６， １７（３）： ９５⁃９９．

［１１］ 　 Ｓｐｉｌｌｅｒ Ｒ． 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 ａｎｄ Ｇ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５５（６）： １０７２⁃１０８０．

［１２］ 　 Ｇｏ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Ｙ， Ｔａｏ Ｓ． Ｎａｌｂｕｐｈｉｎｅ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ｘｐ
Ｔｈｅｒ Ｍｅｄ， ２０１８， １５（１）： ８５９⁃８６３．

［１３］ 　 Ｎａｈｍａｎ⁃Ａｖｅｒｂｕｃｈ Ｈ， Ｇｒａｎｏｖｓｋｙ Ｙ， Ｓｐｒｅｃｈｅｒ Ｅ，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ｉ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Ｅｕｒ Ｊ Ｐａｉｎ， ２０１４， １８（１）： ４７⁃５５．

［１４］ 　 Ｋｏｂｒｚｙｃｋａ ＡＴ， Ｓｔａｎ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Ｍ， Ｎａｐｏｒａ Ｐ，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ｕｂ⁃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ｖａｇｏｔｏｍ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ｍｅｔ⁃ｅｎｋｅｐｈａ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ａｔａｌ ｍｏｎｏａｍｉ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Ｅｘｐ （Ｗａｒｓ）， ２０２３， ８３（１）： ８４⁃９６．

［１５］ 　 Ｋｈａｓａｒ ＳＧ， Ｇｒｅｅｎ ＰＧ， Ｍｉａｏ ＦＪ， ｅｔ ａｌ． Ｖａｇ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ｃｉ⁃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ｒｅｎｏ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 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Ｅｕｒ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０３， １７（４）： ９０９⁃９１５．

［１６］ 　 Ｒａｎｄｉｃｈ Ａ， Ｔｈｕｒｓｔｏｎ ＣＬ， Ｌｕｄｗｉｇ ＰＳ，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ｎｏｃｉ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ｍｏｒｐｈ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ａｇａｌ ａｆｆｅｒｅｎｔｓ．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 １９９１， ５４３（２）： ２５６⁃２７０．

［１７］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Ｆｏｇｅｌ Ｉ， Ｄａｓｈｋｏｖｓｋｙ Ａ， Ｒｏｇｏｗｓｋｉ Ｚ， ｅｔ ａｌ． Ｖａｇ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ｐａ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ｗｏ ａｌ⁃
ｇｏｇｅｎ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ａｉｎ， ２００８， １３８（１）： １５３⁃１６２．

［１８］ 　 Ｈｏｒｎ ＣＣ，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Ｊ，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ＰＬ，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ｖａｇａｌ ａ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ａｇｅｎｔ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Ａｕｔｏ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０４， １１５（ １⁃
２）： ７４⁃８１．

［１９］ 　 Ｘｉｅ Ｚ， Ｚｈａｎｇ Ｘ， Ｚｈａｏ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ｕｔ⁃ｔｏ⁃ｂｒａｉｎ ａｘｉｓ ｆｏｒ ｔｏｘ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Ｃｅｌｌ， ２０２２， １８５（２３）： ４２９８⁃４３１６．

［２０］ 　 张鹏辉， 刘朋， 李惠洲， 等． 经皮穴位电刺激对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老年患者自控静脉镇痛效果的影响． 临床麻醉学杂

志， ２０１９， ３５（３）： ２４３⁃２４６．
［２１］ 　 周静， 梅伟． 超声引导下双侧胸椎旁阻滞联合左侧迷走神经

阻滞用于开腹胃造瘘术一例．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５
（９）： ９３４⁃９３６．

［２２］ 　 李佩霖， 夏江燕． 无创迷走神经刺激的临床应用进展． 临床

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３， ３９（５）： ５４２⁃５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 １１ １７）

·８８３·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０，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