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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膜外麻醉复合全麻对开胸手术患者早期恢复质量的影响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麻醉科，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摘 要】目的 探讨硬膜外腔阻滞复合全麻与肋间神经阻滞复合全麻对开胸手术患者早期恢复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行开胸手术患者 76 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硬膜外阻滞复合全麻组（E 组）、肋间神经阻滞复合全麻

组（C 组），每组 38 例。E 组行硬膜外穿刺置管，术中 0.2%罗哌卡因维持；C 组行切口及上下肋间神经阻滞，两组

全麻诱导及维持一致。采用术后恢复质量量表(quality of recovery QoR-40）对患者进行术前１d、术后３d恢复质

量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 VAS）对两组患者进行拔管后4 h、8 h、12 h、24 h安静和活动后

的 VAS 评分；同时记录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结果 E 组在术后３dQoR-40各项评分均高于 C 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E 组静息和运动状态下术后各时间点 VAS 评分均低于 C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E组首次下床活动时间较早，住院时间较C组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硬膜外阻滞复

合全身麻醉用于开胸手术患者，不仅镇痛效果良好，还能明显提高术后早期恢复质量，缩短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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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手术是外科中比较有挑战性的手术，其手

术创伤大，生理干扰重，术后疼痛强烈，炎症反应较

为严重，是胸科手术患者住院时间长、住院费用多

以及预后差、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1]。完善的术后

镇痛不仅可有效促进患者咳嗽、排痰及深呼吸，避

免患者肺不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2]，还有助于患者

术后早期下床，尽早恢复功能锻炼，从而促进术后

快速康复，减少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硬膜外阻滞

技术对胸科手术有较为确切的镇痛效果，被称之为

胸科手术术后镇痛管理的“金标准”[3]，但目前其对

胸科手术患者早期恢复质量评价的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对比胸段硬膜外麻醉复合全麻与肋间神经

阻滞复合全麻对胸科手术患者早期恢复质量的影

响，为临床麻醉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前瞻性研究 2019 年 10 月至2020 年 10 月收治

的 76 例开胸手术患者，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并与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入选标

准：年龄 45～70 岁，性别不限，ASA 分级Ⅰ~Ⅱ级，

符合开胸手术肺叶切除术指征。排除标准：术前存

在肝肾功能异常、凝血功能异常、糖尿病、冠心病、

脑血管病；脊柱损伤或畸形；药物滥用成瘾；长期大

量饮酒或酗酒史；沟通障碍。使用随机数表法分为

两组：硬膜外复合全麻组（E 组）、肋间神经阻滞复

合全麻组（C 组），每组 38 例。

1.2 麻醉方法

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术前均进行健康宣教，并

于术前一天晚口服地西泮 5 mg。患者进入手术室

后行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监测，开放上肢静脉通路，

在局麻下行桡动脉穿刺，监测有创动脉血压，面罩

吸氧。 E 组行 T6-7 硬膜外穿刺置管，给予 1.2%利

多卡因 3 mL，C 组行肋间神经阻滞，即在切口的肋

间注入 0.5%罗哌卡因 5 mL，确定无局麻药入血，无

硬膜下、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诱导：舒芬太尼

0.3 μg·㎏- 1，依托咪酯 0.2~0.3 mg·㎏- 1，罗库溴铵

0.6 mg·㎏-1 静脉注射，3 min后行双腔支气管导管插

管，纤支镜对位，确定双肺隔离良好，麻醉维持采用

丙泊酚及瑞芬太尼持续输注，BIS 保持 40~60 之间，

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维持 35~45 mmHg。术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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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液体治疗，根据血流动力学变化、手术刺

激强度、容量变化调整麻醉药的泵注速度，并给予

对症处理和血管活性药物。其中 E组在麻醉诱导后，

血流动力学平稳的情况下给予0.2%罗哌卡因6mL，每

小时追加 5 mL，直到手术结束。C 组在关胸时再次

在切口及其上下两肋、放置胸腔引流管肋间的肋间

神经周围注射 0.375%的罗哌卡因共 20 mL，术毕均

采用舒芬太尼 2 μg/kg，盐酸托烷司琼 5 mg 加生理

盐水稀释至 100 mL 静脉自控镇痛，镇痛泵持续

泵注速度为 2mL/h，单次按压（PCA）量为2mL，锁定

时间为15min。

1.3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为患者术后恢复质量。采用

QoR-40 量表[4]对患者行术前１d、术后３d评估，根

据量表分别从身体舒适度、情绪状态、自理能力、心

理支持、疼痛5个维度打分，每个维度又包含 5~12 项

不等，其中每项的分值范围为1~5分，总分 40~200

分，分数越高提示恢复质量越好（见表1）。

次要指标为疼痛程度评估。采用视觉模拟评

分法（VAS）记录两组患者拔管后 4 h、8 h、12 h、24 h

安静和咳嗽状态下的痛觉评分。VAS评分：无痛为0分，

<3 分为镇痛良好，3~4 分为镇痛满意，>5 分为镇痛

较差，无法忍受的疼痛为 10 分；记录两组患者术中

手术时长及术中出血量；丙泊酚，瑞芬太尼每小时

用量；拔管时间；PCIA 按压次数、首次下床活动时

间及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计量数据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行ｔ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

示，行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Ｐ＜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情况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2）。

2.2 两组手术情况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

组首次下床活动时间较早，住院时间较 C 组明显减

身体
舒适度
（12
项）

情绪
状态

（9 项）

自理
能力

（5 项）

项目

呼吸顺畅
睡眼好
食欲佳

精为充沛
恶心
呕吐
干呕

感到不安
震颤或抽搐

寒颤
寒冷感
眩晕感

感到幸福
能自控

感到舒适
做噩梦

感到焦虑
感到愤怒
感到抑郁
感到孤独
难以入睡

能正常说话
能洗漱，剃须

能打理自己
（外貌）

能写字

能重返工作
或做家务

从不

1
1
1
1
5
5
5
5
5
5
5
5
1
1
1
5
5
5
5
5
5
1
1

1

1

1

有时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2
2
2
4
4
4
4
4
4
2
2

2

2

2

经常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大多
时候

4
4
4
4
2
2
2
2
2
2
2
2
4
4
4
2
2
2
2
2
2
4
4

4

4

4

总是

5
5
5
5
1
1
1
1
1
1
1
1
5
5
5
1
1
1
1
1
1
5
5

5

5

5

表1 QoR-40 量表

心理
支持

（7 项）

疼痛
（7 项）

项目

能与医务人员
交流

能与家人或朋
友交流

能得到医生的
帮助

能得到护士的
帮助

能得到家人或
朋友的帮助

能明白指导或
建议

感到困惑
轻度疼痛
剧烈疼痛

头痛
肌肉痛
背痛

嗓子疼
口疮

从不

1

1

1

1

1

1

1
5
5
5
5
5
5
5

有时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经常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大多
时候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2

总是

5

5

5

5

5

5

5
1
1
1
1
1
1
1

表1 QoR-40 量表（续）

组别

C 组

E 组

性别
（男/女）

24/14

22/16

年龄（岁）

58.3±5.3

56.5±4.5

IBM（kg/m2）

23.70±3.78

23.52±2.93

ASA
（Ⅰ/Ⅱ）

26/12

28/10

表2 两组一般情况的比较（n =38）

注：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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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P < 0.05）（见表 3）。

2.3 两组瑞芬太尼、丙泊酚、PCIA 按压次数及拔管

时间的比较，与C组比较，E组瑞芬太尼、丙泊酚的每

小时使用总量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PCIA 的按压次数减少，拔管时间较 C 组缩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2.4 VAS 评分的比较，与Ｃ组相比，E 组静息和运

动状态下术后各时间点VAS评分均明显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5、表6）。

2.5 QoR-40 评分的比较，与 C 组相比，E 组在术后

3 d的身体舒适 度、情绪状态、自理能力、心理支持、疼

痛5方面的得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明硬膜外组的患者疼痛较轻，情绪更乐观，具有更好

的自理能力与心理支持，身体舒适度更佳。见表 7。

3 讨论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患者对就医体

验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手术患者更加重视术后较

高的身体舒适度和恢复质量。其中术后疼痛是影

响患者恢复质量的重要因素[5~10]。已有研究证实，全

麻复合硬膜外阻滞对于食管癌根治术患者可提供

良好的镇痛效果，在改善术后转归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11]。患者术后在无痛的前提下尽早恢复功能锻

炼，在较为舒适的状态下加速术后恢复，从而避免

患者术后因恢复欠佳进入忧虑或焦虑的精神状态。

术后恢复质量（QoR-40）是已经得到证实的评

价术后恢复情况的可靠指标[12]，它包括身体舒适度、

情绪状态、自理能力、心理支持身、疼痛5个维度。

这5个维度又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

睡眠质量，积极乐观或沮丧抑郁的情绪，进食欲望，

有无不良反应如疲倦、恶心、呕吐、寒战等，日常与

家人及医护沟通的能力，生活能否自理，有无头痛、

背痛、喉部疼痛和肌肉疼痛等，因此它不仅可以反

映患者心理、生理的恢复情况，还可以反映手术、麻

醉的质量，从而达到理想的社会、经济效益[13,14]。本

研究显示，与肋间神经阻滞组（C 组）相比，硬膜外

阻滞组（E 组）术后3 d QoR-40 表总评分较高，身体

舒适度更佳，内心更乐观，自理能力、心理支持更优

越，疼痛程度明显降低，表明硬膜外组在开胸手术

患者早期恢复质量方面更具优势，患者更满意，可

以更早的恢复日常生活。此外，可能由此 E 组患者

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提前、住院时间缩短、住院费用

相应减少，进一步表明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为开胸

患者早期恢复方面带来的效益。

疼痛是开胸手术后常见并发症，且较为剧烈。

严重疼痛可影响患者术后睡眠、生活质量，降低患

者对手术的满意度。本研究接受硬膜外阻滞复合

全麻的患者术后无论是安静时还是运动时疼痛程

度均有所降低，由于疼痛的减轻而提高了患者身体

组
别

C 组

E 组

手术时长
（min）

181.8±18.3

186.3±16.1

术中出血量
(mL)

242.8±27.4

247.3±29.5

首次下床活
动时间（d）

3.4±0.49

2.6±0.51*

住院时间
（d）

9.76±0.9

7.62±0.96 *

表3 两组手术情况及住院时间的比较（n =38）

注：*P <0.05

组别

C 组

E 组

4 h

2.8±0.9

1.7±0.8*

8 h

3.2±0.6

2.2±0.8*

12 h

3.5±0.8

2.6±0.8*

24 h

3.5±0.8

2.8±0.7*

表5 静息时VAS评分比较（n = 38）

注：*P <0.05

组
别

C 组

E 组

丙泊酚用
量 (mg·h-1)

379.74±
34.21

276.32±
25.30*

瑞芬太尼用
量 (mg·h-1)

0.79±0.49

0.55±0.47*

PCIA 按压
次数(次)

10.16±1.81

5.13±1.74*

拔管时间
（min）

15.37±3.03

11.61±1.57*

表4 两组瑞芬太尼、丙泊酚、PCIA按压次数
及拔管时间的比较（n = 38）

注：*P <0.05

组别

C 组

E 组

4 h

3.1±0.7

2.1±0.8*

8 h

3.9±0.7

2.7±0.7*

12 h

4.2±0.9

3.3±0.7*

24 h

4.4±0.8

3.6±0.7*

表6 运动时（咳嗽、翻身）VAS评分比较（n = 38）

注：*P <0.05

项目

身体舒适度

情绪状态

自理能力

心理支持

疼痛

总评分

组别

C 组

E 组

C 组

E 组

C 组

E 组

C 组

E 组

C 组

E 组

C 组

E 组

术前 1 d

55.8±1.1

56.2±1.2

42.5±1.5

42.0±1.3

24.0±1.1

24.2±1.0

34.8±1.8

34.6±2.5

34.2±1.2

35.6±5.5

189.5±4.8

190.2±4.3

术后 3 d

45.3±2.1

53.0±1.5*

34.3±1.5

38.1±1.5*

18.1±1.4

20.1±1.4*

29.0±1.4

33.5±1.2*

26.9±1.4

31.1±1.5*

155.1±6.4

175.5±5.2*

表7 QoR-40 评分的比较（n =38，分）

注：*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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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度，从而体现了较高的术后恢复质量。肋间神

经阻滞因其操作简单，失败率低，并发症少，对呼

吸、循环影响小，是胸科手术常用术后镇痛方式之

一。既往有研究表明，肋间神经阻复合多模式镇痛

对胸科手术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15]，但肋间神经阻

滞只能阻滞肋间前支的部分传入神经纤维的传导，

而无法阻滞肋间神经后支、交通支及椎体前侧的交

感神经的传导，因此肋间神经阻滞具有局限性，可

能会出现镇痛不全[16]。本研究中，肋间神经组虽然

分别于术前切口处、术毕再次在切口及其上下两肋、

放置胸腔引流管肋间进行了多点肋间神经阻滞，但

其镇痛效果与 E 组比较仍较差，术后 PCIA 的按压次

数明显增多，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的使用量增加，

且拔管时间延长，由此说明硬膜外组在镇痛方面的

独特优势。

本研究在血流动力学方面未做统计，是因为所

纳入病例年龄在70 岁以下，ASAⅠ~Ⅱ级，术中采用

了目标导向液体容量治疗，血流动力学较稳定，所

以胸段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对于高龄、心肺功

能差的开胸手术患者早期恢复质量的优势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硬膜外阻滞复合全麻用于开胸手术

患者，不仅镇痛效果良好，且能明显提高术后早期

恢复质量，缩短住院时间，但远期的恢复质量还需

要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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