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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横肌平面阻滞在老年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安
!

民 综述!赵
!

娜#审校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手术麻醉科
!

0%%%$'

#

!!

"关键词#

!

腹横肌平面阻滞'老年麻醉'复合麻醉'多模式镇痛

"中图分类号#

!

3)$0&0

"文献标识码#

!

2

"文章编号#

!

$)-$./'0/

"

1%$)

#

'%.01().%'

!!

随着社会老龄化发展#老年人经历外科手术的机会也随之

增多*由于老年患者特殊的生理和病理特点#其全身并发症增

多#麻醉风险大大增加#对麻醉管理和术后镇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中华医学会指南推荐老年患者围术期麻醉管理优先使

用神 经 阻 滞 技 术&

$

'

*腹 横 肌 平 面 $

FI:,+C<I+E+:M!"9#,#+

K

D:,<

#

72]

%阻滞即是一种对腹部区域组织提供有效镇痛的神

经阻滞技术*经过不断地发展与改进#已愈来愈多地应用于各

类腹部手术中#而其在老年这一特殊群体中的应用报道不多*

本文就
72]

阻滞对老龄手术患者麻醉管理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影响及应用进行综述*

>

!

老年围术期麻醉管理特点

!!

老年患者由于机体生理功能减退#其围术期麻醉管理风险

显著高于青壮年患者*老年患者的循环)呼吸)认知等功能易

受到全身麻醉药物的影响&

1.'

'

#术中低血压)低灌注)术后认知

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

0.@

'

*因此#优化老

年患者麻醉方案#促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是围术期医学发展的

要求&

)

'

*

最近的国内外专家共识认为#出于对老年患者各组织器官

的保护#推荐在能够满足外科麻醉水平的条件下#优先使用神

经阻滞技术&

$

'

#包括椎管内麻醉及外周神经阻滞麻醉等方式*

由于老年患者硬膜外间隙变窄#脊椎韧带钙化及纤维性退变#

使得椎管内麻醉的穿刺与置管操作困难*其次#部分患者长期

服用抗凝剂#限制了椎管内麻醉在老年人中的应用&

-

'

*神经阻

滞麻醉能够直接作用靶向目标减轻疼痛#同时减少全麻药物的

用量#降低因此产生的并发症#更利于患者术后快速康复#可能

是老年患者更加适宜的麻醉方案*

?

腹横肌平面&

72]

'阻滞

?&>

!

72]

阻滞的定义及解剖基础
!

72]

阻滞是一种为前腹

壁皮肤)肌肉及壁层腹膜提供镇痛的区域神经阻滞技术*正中

腹壁包括腹直肌及其筋膜鞘#侧腹壁包括腹外斜肌)腹内斜肌)

腹横肌及其筋膜鞘#存在于腹内斜肌和腹横肌之间的区域被称

为腹横肌平面$

72]

%*前腹部的皮肤)肌肉及壁层腹膜由下段

的胸神经及第一腰段神经$

7).T5

%支配#这些神经从椎间孔穿

出#其终末分支穿入侧腹壁#沿腹横肌平面走形#在
72]

内注

入局部麻醉药物即可使一侧前腹壁区域产生镇痛效果&

/

'

*

1%%$

年由
3:H#

&

(

'提出#经过不断地发展与补充#目前临床采用

超声引导下
72]

阻滞#使得阻滞质量及成功率大为提高#并发

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降低#提高了
72]

阻滞的临床应用

价值*

?&?

!

72]

阻滞在老年患者中的应用

?&?&>

!

72]

阻滞有良好的麻醉效果
!

72]

阻滞可应用于下

腹部手术#如疝修补术)阑尾切除术)剖宫产术)子宫切除术)肾

移植术)大肠切除术及前列腺根治术等#研究表明
72]

阻滞在

单独应用或者作为复合麻醉时均能发挥良好的镇痛作

用&

$%.$1

'

*付群等&

$'

'报道在老年患者下腹部手术中#使用超声

引导下
72]

阻滞联合喉罩全麻能减少麻醉用量#缩短恢复时

间#不增加不良反应*

S#

;

G

等&

$0

'报道高龄危重患者腹股沟斜

疝修补术选择
72]

阻滞#其对机体生理功能干扰小#安全可

)(1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1%$)USfU%(0

%*

!

作者简介$安民$

$(/@X

%#住院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临

床妇产科麻醉与疼痛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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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且不受抗凝治疗的影响#术后并发症少*

T<<

等&

$@

'报道
$

例老龄高危患者的胃切除术中使用
72]

阻滞辅助少量芬太尼

取得满意的麻醉效果*以上提示
72]

阻滞能够发挥外周神经

阻滞的独特优势#对生理功能影响小#尤其在高龄)危重患者中

使用安全性较高#麻醉效果显著&

$)

'

*

?&?&?

!

72]

阻滞可作为多模式镇痛方案
!

多模式镇痛可以

降低药物的用量#减少药物相关不良反应#达到更好的镇痛效

果*传统术后镇痛的方式有经硬膜外腔和静脉自控镇痛#均能

达到一定的镇痛效果#但同时也存在着镇痛药物所引发的不良

反应#如恶心)呕吐)过度镇静乃至呼吸抑制的风险*很多患者

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术后疼痛而拒绝做早期功能训练#增加卧床

时间#使深静脉血栓)褥疮及坠积性肺炎等发生率增加#影响预

后&

$-

'

(此外#老年患者对药物敏感性增加#高龄)体质差)肝肾

功能较差的患者更易发生呼吸)循环的抑制*由于腹部手术后

的疼痛有来自腹壁切口的躯体痛及内脏牵拉反应所带来的不

适#因此
72]

阻滞作为多模式镇痛方案能取得更好的镇痛满

意度*

7#G:,

等&

$/

'报道腹腔镜直视下
72]

阻滞复合麻醉用于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老年患者#其术后视觉模拟量表$

62S

%评

分相比未行
72]

阻滞患者更低#安全性更高*在一项全子宫

切除术术后镇痛效果的研究比较中#

72]

阻滞联合非甾体类

抗炎镇痛药物与单纯
72]

阻滞或单纯使用非甾体类抗炎镇痛

药物相比#其对术后咳嗽等运动痛也具有显著的镇痛效果&

$(

'

*

因此#老年患者下腹部手术行
72]

阻滞可能减少术后镇痛药

的用量#不影响患者下床活动#加快功能恢复#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疼痛管理模式*

?&?&@

!

72]

阻滞减少应激反应
!

手术损伤和术后疼痛诱发

的应激反应是围术期重要的生理改变之一*应激反应可引起

心跳加速#血压)血糖升高#对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有着严重影

响*研究报道相比于其他部位手术#行腹腔手术时血糖水平升

高显著&

1%

'

#说明牵拉刺激腹壁时受到的应激反应较重*伍元

川等&

1$

'研究发现与单独使用全身麻醉相比#

72]

复合麻醉可

减少腹腔镜子宫切除患者术中血浆皮质醇浓度#有利于血流动

力学的控制#降低术后
62S

评分*

g:H:I

等&

11

'研究发现在腹

腔镜结直肠术中#与单纯全麻相比#

72]

复合麻醉能降低应激

反应的强度#缩短患者胃肠道恢复时间#从而减少平均住院时

间*说明减少全麻药物的使用及采取合理的镇痛方式能降低

疼痛应激反应#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但
72]

阻滞的应用与

能否减轻老年患者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其对老年患

者神经内分泌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尚待更多的研究来证实其有

效性*

@

!

72]

阻滞并发症及注意事项

!!

=:,c"C#J

等&

1'

'报道
72]

阻滞有
1B

的患者会发生腹腔内

注射)短暂股神经阻滞#肠内血肿)刺破肝脏)脾及肾的挫伤#若

进针太快可能损伤大血管*而在超声引导下#定位准确#可实

时监测穿刺针方向#直观了解血管位置及药物扩散情况#提高

阻滞安全性及成功率*研究报道外周神经阻滞时#局部麻醉药

物罗哌卡因的使用浓度是
%&1B

!

%&@B

或
$&@9

;

"

c

;

#最大剂

量不超过
1$%9

;

&

10

'

*由于老年患者对局部麻醉药敏感性增

加#清除速度下降#所以局部麻醉药用药要酌减#遵循低浓度)

大容量原则&

1@

'

*

A

!

展
!!

望

!!

综上所述#

72]

阻滞对老年患者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麻醉

方式#特别是临床上心肺功能严重受损的高龄患者#或者难以

耐受椎管内麻醉的老年患者#

72]

阻滞通过减少阿片类及镇

静类药物的使用#减少药物不良反应#改善患者预后#减少住院

时间#符合术后快速恢复及舒适化医疗的要求#其应用前景广

阔*但在老龄患者中#关于局部麻醉药物种类的选择)浓度)容

量#单次注射持续时间#以及对神经内分泌的影响还需作进一

步探讨#为更加安全)有效地应用
72]

阻滞提供更多的临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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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含有水飞蓟宾)水飞蓟亭)

异水飞蓟宾和水飞蓟宁#其主要活性成分为水飞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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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欧洲和亚洲国家作为治疗各种肝脏疾病如肝炎)肝硬化和保护

肝脏免受化学和环境毒素伤害的一种传统药物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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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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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不同病变阶段#包括抑制

肿瘤生长)抑制血管再生)化疗增敏#以及抑制发病和转移中扮

演关键角色#对肝癌)前列腺癌)结肠癌)膀胱癌)肺癌)睾丸癌)

宫颈癌)乳腺癌和肠腺癌等具有抗癌活性#还可用于糖尿病肾

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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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SD

P

疏水疏油#口服经肝肠循环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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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胃肠道吸收并快速代谢消除#因此其生物利用度

极低$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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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和开发将改善药物的水溶性和脂

溶性#提高其生物利用度*本文对水飞蓟素纳米给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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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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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药物与药用材料一起形成的粒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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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输送系统*与传统剂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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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难溶

性药物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度#防止物理和化学降解#增强稳

定性和药理活性#在实现靶向给药)缓释给药)降低药物毒副作

用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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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混悬液#借助纳米超微化技术直

接获得纳米级粒径的粉体)胶束及其他*最近研究表明水飞蓟

宾纳米粒是治疗癌症更有效的药物传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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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分子材料纳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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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纳米脂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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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药纳米粒
!

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分子材料纳米粒*载药

材料主要分为非生物降解型聚合物和生物降解型聚合物#目前

SD

P

载药纳米粒报道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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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降解
K

V

敏感海藻酸钠聚乳酸乙醇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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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水凝

胶口服给药系统*研究者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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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成粒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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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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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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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粒包裹于钙离子交联海藻酸钠矩阵中#开发出一系列可生

物降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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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水凝胶微粒*此微粒不同干燥方式粒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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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剂#显著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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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度*

1%$1

年#

?:"

等&

-

'利用乙氧基硅烷和辛基酚聚氧乙烯醚#

采用反相微乳液法制备
]̀+

#而后用碳酸钠$

:̀

1

?>

'

%溶液超

声腐蚀获得多孔二氧化硅纳米粒$

]S̀ +

%#而后浸入
SD

P

乙醇

溶液中#搅拌
10G

获得
SD

P

.]S̀ +

#同法制得
SD

P

.S̀ +

*研究人

员还进一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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