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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对婴幼儿脑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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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认为%尽管全身麻醉药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强

烈的抑制作用%但是其作用时间短暂%消除快速%因此%不会对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造成长时间的不良影响&然而%动物实验证

据表明%全身麻醉药作用于未成熟大脑%可以引起神经元大量

死亡%阻碍神经细胞间突触联系的形成%并可导致实验动物短

期和长期大脑功能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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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结果引出了一个严肃

的临床问题(处于大脑快速生长发育期的新生儿或婴幼儿%接

受全身麻醉后%其大脑发育和功能形成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0

由于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外推应用于指导临床工作%因

此%近年来%相关临床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本文对有关进展进行

综述&

!

!

全身麻醉对婴幼儿大脑发育影响的争议

有研究发现%与自然分娩的儿童相比%全身麻醉剖宫产的

儿童
+

岁时学习能力没有差异+

+

,

&腹股沟斜疝修补术和幽门

环肌切开术是婴幼儿较为常见的手术%有研究对接受这两种手

术的患儿进行了研究%以
!+

岁时综合测试学习成绩为观察指

标%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儿童比较%

#)&*

例疝修补和
((*

例幽门环肌切开术的患儿%学习成绩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

,

&

文献+

&@*

,的研究结果也与此一致&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

在从新生儿至
"

岁时%尽管大脑尚处于生长发育高峰和神经突

触形成的关键时期%全身麻醉并不至影响其正常发育和功能形

成&但是%文献+

&@*

,在上述同一系列研究中%还发现婴幼儿期

接受了
#

次或多次全身麻醉的儿童%远期学习能力却低于未接

受麻醉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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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与对照组儿童比

较%接受
#

次和
"

次麻醉的患儿%其大脑发育和行为异常的相

对危险度分别为
#%*

和
$

倍&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进一步表明%

全身麻醉是否对患儿大脑发育产生不良影响%主要取决于麻醉

的次数&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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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兰双胞胎数据库进行了分析%他们

首先以单卵双生双胞胎中二者同时具有早期麻醉暴露者为研

究对象%结果发现%与无麻醉暴露的正常双胞胎儿童比较%

!#

岁时其学习成绩和认知功能明显降低&不过%研究者继续对双

胞胎中仅其中之一具有麻醉暴露史者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果

发现%与他们的同胞相比%早期全身麻醉暴露对患儿学习成绩

和认知功能没有明显不良影响&作者认为%这说明遗传背景才

是影响儿童大脑发育和学习成绩的决定因素%全身麻醉对此并

无显著不良影响&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对
#&)&

例婴幼儿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

UD9E<

研究$%发现其中有
"#!

例儿童在
"

岁以

内接受了
!

次或多次全身麻醉%通过对比分析该批儿童
!'

岁

时的健康档案%结果有麻醉史的儿童语言和神经认知功能受到

明显影响%其相对危险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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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学习成绩与

对照儿童比较%并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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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

有各项临床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部分原因是由于所选择

的检测手段和指标不同所致%以学习成绩作为判断大脑发育是

否受到影响%敏感性或许不足&

总的来看%早期全身麻醉暴露%是否影响大脑发育和功能

形成%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和专业领域关心的焦点科学问题&但

是%现有临床研究还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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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主要来

自借用其他项目的临床回顾性资料分析%所用数据库的原始设

计目的并非用于全身麻醉对大脑的影响%资料收集存在缺失或

不完整的情况'"

#

$大脑发育和功能损害的表现形式#评价工具

和标准%目前临床上并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

"

$这些研究资料

收集时间大多始于二#三十年前%当时的麻醉方法#监测手段和

指标以及所用麻醉药物与目前临床工作大相径庭%比如%氟烷#

氯胺酮等药物现在已基本退出临床使用&此外%以人脑为对象

的临床研究%本身存在巨大的伦理困难和挑战%疾病性质#持续

时间#状态#治疗转归情况等不可避免会影响大脑发育%社会#

家庭#文化#教育#环境等也必将成为影响结果的混杂因素&正

是这些原因%导致现有临床研究并未获得高度一致性的研究结

果%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价值有限%并不支持对目前的临床工

作做出实质性改变&在此情况下%经过精心设计和实施%充分

考虑消除混杂因素的进一步临床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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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的大型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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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麻醉与神经发育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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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

$研究
!

#''(

年
"

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1/,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咨询

委员会%系统的收集和分析了全身麻醉药影响未成熟大脑发育

的相关文献和证据&结果认为%虽然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应当

对现有的临床麻醉实践做出根本性改变%但全身麻醉药是否对

新生儿和婴幼儿大脑造成严重伤害%已经成为迫切需要予以明

确的问题+

!$@!+

,

&因此%

1/,

与国际麻醉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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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发 起 了
8,P/,

&

8,P/,

项目为多中心#双向队列设计的临床研究%由来自麻

醉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以在
"

岁前接受了全身麻醉下疝气手术的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患儿

同胞兄妹为对照%实施前瞻性跟踪随访%在
&

!

!+

岁进行各项

中枢神经功能评定&该项目可行性探索和初步研究结果已于

#'!#

年
!'

月公布%通过对首批
#&

对患儿回顾和前瞻性分析

研究表明%两组患儿的总智商以及语言#动作等功能均未发现

明显差异+

!)

,

&从
#''&

年开始%

8,P/,

项目每
#

年举行
!

次

项目论坛%收集和分析相关研究进展%制定下一步研究行动计

划&

#'!#

年%项目论坛首次纳入了泌尿外科#普通外科#整形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科和眼科临床专家%对该项目所涉及的研究问题对各自领域的

影响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讨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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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的第
$

次论

坛中%除了继续引入外科专家参与讨论和圆桌会议外%还引入

了放射科#神经内科#心脏内科以及重症医学等学科专家%共同

探讨了早期手术与麻醉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应对麻醉风险的

可能策略%包括建议采用新技术手段%合理安排临床工作节奏

等%尽量缩短患儿的全身麻醉时间&截止
#'!$

年论坛期间%该

项目已经成功招募研究对象
*$

对%但最终研究结果还需等待

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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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与细胞凋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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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澳大利亚皇家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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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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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

旨在研究七氟烷吸入麻醉对接受疝气手术的新生儿大脑发育

的影响&观察指标包括术后
!#;

内呼吸暂停发生情况%以及

#

#

+

岁时神经认知功能测定情况&对照组定义为单纯局部阻

滞麻醉的患儿"骶管阻滞#蛛网膜下腔阻滞或髂腹下髂腹股沟

神经阻滞$%试验组定义为七氟烷吸入联合局部阻滞麻醉的患

儿&

#'!"

年
!

月%该项研究成功完成了总共
(##

例患儿的招

募工作%目前正实施为期
+

年的前瞻性追踪研究&虽然
2,7

研究预计最早将于
#'!+

年中期方可获得初步研究结果%但项

目首席研究员
CN.DEE

女士认为%采用七氟烷吸入麻醉的患儿

更容易发生低血压#低二氧化碳血症以及呼吸暂停等%这些因

素可能影响患儿后期大脑发育%从而对研究结果造成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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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婴幼儿麻醉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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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6

是由梅奥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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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国立毒理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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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展的临床研究项目%它利用罗切斯特

流行病项目数据库"明尼苏达州$%采用大型双向队列研究%探

索单次或多次接受全身麻醉的婴幼儿%其远期大脑发育和认知

功能是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该项目从
#'!"

年
!

月开始招

募病例%短短半年时间就获得
('

个病例入组%预计经过
"

年左

右的时间%可获得初步研究结果&上述
"

个大型临床研究项目

是当前本领域内的典型代表%其研究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

索婴幼儿期全身麻醉暴露后%儿童远期大脑发育和功能形成是

否受到不良影响&与以往研究比较%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尽量消

除或平衡了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因而结果更值得

期待&但是%这些研究的时间跨度都相当长%在研究期限内%社

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状况变化%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都

可能成为影响儿童大脑发育和知识积累的重要因素%并可能对

测试结果产生影响&而且%即便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基因背景%

在内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个体智力发育成熟的速度#时机和

规律也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当发现个体智力测试低于对

照时%可能无法准确分辨是由于个体发育差异所致%还是麻醉

药物暴露所致&

"

!

结
!!

语

总之%全身麻醉对未成熟大脑发育的潜在影响%已经成为

社会#家庭和各专业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结果

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科学结论&在等待进一步的有力证据时%临

床实践上平衡考虑外科手术时机与麻醉风险%是当前可以采取

的正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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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热量限制%小肠干细胞%

8DE<R;

细胞%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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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是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部位%其上皮由多种细胞组成%

绒毛部上皮含吸收细胞#杯状细胞和少量的内分泌细胞'小肠

腺除上述细胞外%还有潘氏细胞和小肠干细胞"

9ER<:R9EDJ:R<H

N<JJ

%

47.

$&潘氏细胞是小肠腺的特征性细胞%常三五成群位于

小肠腺底部%与
47.

相邻%并且能够影响
47.

的增殖和分化%其

分泌防御素#溶菌酶%对肠道微生物有杀灭作用&

47.

位于小

肠腺下半部%细胞可以不断增殖#分化#向上迁移%补充在绒毛

顶端脱落的吸收细胞和杯状细胞'也可以分化为潘氏细胞和内

分泌细胞&小肠上皮细胞在哺乳动物里面是一类具有自我更

新能力的细胞%而且更新周期很短%绒毛上皮细胞的更新周期

为
"

!

)G

%比皮肤和骨髓的更新更快%所以小肠腺里大多数细

胞都能很快地增殖#分化%从而适应绒毛部上皮短暂的更新周

期&有研究发现%在营养素缺乏的情况下%肿瘤细胞与正常细

胞间存在差异性的调节+

!

,

&肿瘤细胞不能对营养缺乏做出相

应的反应%因此会促进其凋亡%而正常细胞能适应这一改变&

更重要的是%当营养缺乏与化疗相结合后%正常细胞可以更好

的耐受化疗%而肿瘤细胞却更易凋亡&该项研究说明适时禁食

可以减缓肿瘤的生长并且能够增加各类肿瘤细胞对化疗的敏

感性&最近%有新的报道提出
47.

在营养缺乏时其数量会增

加%同时对化疗敏感的细胞数量会相对减少+

#

,

%说明适时禁食

可以降低化疗患者的消化道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等&热量

限制"

NDJI=9N=<:R=9NR9IE

%

.U

$对延缓机体衰老#延长寿命#延缓

或预防某些年龄相关性疾病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有新的

研究发现%

.U

可以导致具有较强再生能力的
47.

的数量增

加%此效应是通过
8DE<R;

细胞中的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

"

H<N;DE9:R9NRD=

K

<RIM=D

F

DH

L

N9ENIH

F

J<[!

%

HTbU.!

$信号作

用的调节来介导的&该文就
.U

与
47.

的关系进行综述&

!

!

.U

.U

是指在提供生物体充分的营养成分%确保生物体在不

发生营养不良的情况下%通过减少食物中摄入的脂肪或糖类而

减少食物提供的总能量&

!*"+

年美国科学家
CNNXD

L

等+

"

,在

实验中首次发现限制热量的摄入%维持适量的营养%大鼠的平

均寿命和最大寿命都得以延长%从此%科学家们开始着力于
.U

方面的研究&

在眼科学方面%有研究表明
.U

将有望作为辅助治疗年龄

相关性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手段&

6DVD:;9HD

等+

$

,发现
.U

可

以显著提高大鼠的泪水容积和泪水分泌蛋白的容积%跟对照组

比%

.U

组大鼠的泪腺腺泡单位密度也显著增加%因此%

.U

可

以减缓年龄相关性的泪腺功能障碍&最近还有关于
.U

或者

模拟
.U

预防和治疗一系列年龄相关性眼部疾病的研究进展%

除干眼症外%还包括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等+

+

,

&

在肿瘤学方面%

C9]BEI

等+

)

,研究发现间断性的
.U

与二

十五碳烯酸联合可抑制乳房肿瘤的生长%

.U

组小鼠的血清瘦

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较正常喂养组低%在实验小鼠中%

.U

与二十五碳烯酸联合组的乳房肿瘤发生率最低"

!+>

$&另外%

在神经系统肿瘤中也有关于
.U

方面的研究%

CD=IIE

等+

(

,阐

述了关于限制热量生酮饮食对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2-C

$

的治疗研究进展%其中
eBNNIJ9

等+

&

,报道了一确诊为
2-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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