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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１０７例脑干肿瘤手术
治疗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及性质、术前是否合并脑积水或肺炎、手术及麻
醉时间、麻醉方式等资料，观察围麻醉期患者心率失常、血压波动、延迟拔管、咳嗽多痰以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

（ＩＯＮＭ）失败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不良事件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术前
ＡＳＡ分级、病变性质以及术前合并脑积水是出现循环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９５％ＣＩ分别为１８０１～１２３５０、
１４９６～７３００及１００９～３５８３；术前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以及术前合并肺炎是出现呼吸系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
素，９５％ ＣＩ分别为１１２３～２１８２５、１９３８４～３７０３５０及３０３６～４３０９４；全凭静脉麻醉（ＴＩＶＡ）是出现 ＩＯＮＭ失
败的保护因素，９５％ＣＩ为２９３９～２１７７６。结论：术前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和性质、以及术前是否合并脑积水或
肺炎是出现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ＴＩＶＡ是出现ＩＯＮＭ失败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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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影像技术、显微神经外科及术中神经
电生理监测技术的发展，手术治疗脑干肿瘤取得了

良好的治疗效果［１－２］。由于脑干肿瘤患者在术前

即存在不同程度的呼吸、循环等相关系统的合并

症，术中操作甚至体位的变动都有可能引起致命的

心率及血压的剧烈波动［３－５］，因此脑干肿瘤手术围

麻醉期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而且术中神经电生理

监测（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ＯＮＭ）结果极易受到麻醉药物的影响［６－７］。如何

在保证监测效果的同时保证麻醉质量，提高手术成

功率，是麻醉医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脑干肿瘤

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相关因素的分析国内外报

道较少．本研究就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
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为此类手术的麻醉

管理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６月神经外科手术

治疗的脑干肿瘤患者１０７例，其中脑干胶质瘤４６
例，脑干海绵状血管瘤５８例，脑干血管母细胞瘤３
例，所有患者均经病史、颅脑 ＣＴ或 ＭＲＩ以及组织
病理联合确诊。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入手术室后常规监测心电图、心率、

血氧饱和度、中心静脉压、直接动脉压（ＭＡＰ）、脑
电双频指数（ＢＩＳ）和体温，全身麻醉的方式有全凭
静脉麻醉（ｔｏ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ＴＩＶＡ）和静
吸复合全麻（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ａｎｄ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ＣＩＩＡ）两种。ＴＩＶＡ维持方案为联合使用
异丙酚和瑞芬太尼，并辅助右旋美托咪定静脉持续

输注；ＣＩＩＡ维持方案为联合使用七氟烷和瑞芬太
尼，并辅助右旋美托咪定静脉持续输注。两种全麻

方式在维持期间均不使用任何肌松剂，并根据 ＢＩＳ
值以及血流动力学指标调整七氟烷吸入浓度以及

异丙酚和瑞芬太尼的有效浓度将 ＢＩＳ值维持在４０
～６０，同时控制ＭＡＰ和心率的变化在２０

&

基础值

（术前访视时在病房所测值），必要时给予麻黄碱、

阿托品、间羟胺和乌拉地尔等血管活性药物进行调

控。手术开始后根据术中出血量和血常规监测结

果适当补充浓缩红细胞，维持红细胞压积（ＨＣＴ）
＞３０％，Ｈｂ＞１０ｇ／Ｌ；保持手术室温度在 ２４～
２６℃，手术麻醉期间全程监测体温，必要时使用加

温输血器维持鼻咽温度在３６～３７℃。
１３　监测指标

根据患者病史和影像学诊断，对所有患者的研

究因素进行明确定义和记录，内容包括性别、年龄

（≤１４岁，＞１４岁）、术前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分
级（Ⅰ ～Ⅱ，Ⅲ ～Ⅳ）、病变部位（中脑，脑桥，延
髓）、病变性质（出血性病变包括海绵状血管瘤、血

管母细胞瘤，非出血性病变包括胶质瘤）、是否存在

合并症（脑积水、肺炎）、手术时间、麻醉方式和时间，

记录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以及ＩＯＮＭ失败。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
良事件的发生频率用９５％可信区间（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
ｔｅｒｖａｌ，ＣＩ）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用相对危险性（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值
和 ９５％ＣＩ评价相关因素与不良事件的相关性。

２　结果

２１　不良事件发生率
１０７例患者中，８４例出现循环系统不良事件，

３２例出现呼吸系统不良事件，２４例ＩＯＮＭ失败，见
表１。

表１　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类型及其发生率
Ｔａｂ．１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
不良事件 ｎ 发生率（％） ９５％ＣＩ
心率失常 ４８ ４４０ ３４９～５２５
血压波动 ３６ ３３０ ２２９～４０４
延迟拔管 １０ ９２ ３７～１４７
咳嗽多痰 ２２ ２０２ １１９～２８４
ＩＯＮＭ失败 ２４ ２２０ １４５～３０５

２２　不良事件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本组病例平均年龄２９４３岁，≤１４岁 ４０例，

＞１４岁６７例；男性６２例，女性４５例；平均手术时
间１６２７１ｍｉｎ，平均麻醉时间２９３１７ｍｉｎ。单因素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以上４组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 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病
变性质以及是否合并脑积水，对循环系统不良事件

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
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以及是否合并肺炎，对呼吸系
统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麻醉方式对 ＩＯＮＭ失败率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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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相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２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

因素
循环系统不良事件

χ２ Ｐ
呼吸系统不良事件

χ２ Ｐ
电生理监测失败

χ２ Ｐ
性别 ００１２ ０９１２ ０５３２ ０４６６ ０１１６ ０７３４
年龄 １２５３ ０２６３ ０９１０ ０３４０ ０３６０ ０８３５
术前ＡＳＡ分级 １４６９５ ０００２ １０４６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７６ ０６７４
病变部位 ７６５９ ００２２ ６９４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４ ０３８８
病变性质 ９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 ０８８１ ００７５ ０７８４
术前是否合并脑积水 ９５７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９４ ０６５９ ０５６８ ０７５３
术前是否合并肺炎 １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６４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８ ０３９４
手术时间 ０８９７ ０３４６ ０６０３ ０４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９０９
麻醉时间 ０７７５ ０３８１ ３３３０ ００７１ １２５５ ０２６３
麻醉方式 ００８２ ０７７５ ００３０ ０８６２ １９３０８ ＜０００１

２３　不良事件的多因素分析
分析发现，术前ＡＳＡ为Ⅲ ～Ⅳ级、病变性质为

出血性病变、术前合并脑积水是出现循环系统不良

反应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术前 ＡＳＡ为Ⅲ ～Ⅳ

级、病变部位波及延髓、术前合并肺炎是出现呼吸

系统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见
表３。ＴＩＶＡ下ＩＯＮＭ成功率高于实施ＣＩＬＡ的病例
（Ｐ＜０００１），ＩＯＮＭ失败均出现在ＣＩＬＡ的病例中。

表３　围麻醉期主要不良事件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Ｔａｂ．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

不良事件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循环系统 ＡＳＡ ０９４９ ４７１６ １８０１～１２３５０ ０００２

性质 １１１６ ３３０４ １４９６～７３００　 ０００３

合并脑积水 １１０６ ２０７２ １００９～３５８３　 ００１４

呼吸系统 ＡＳＡ ０８１３ ４９５１ １１２３～２１８２５ ００３５

部位 ３５６９ ８４７２９ １９３８４～３７０３５０ ＜０００１

合并肺炎 ２３４７ １１４３９ ３０３６～４３０９４ ＜０００１

ＩＯＮＭ失败 麻醉方式 －２１４５ ８０００ ２９３９～２１７７６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脑干肿瘤一直被认为是手术禁区，近年来，随

着手术和麻醉技术的进步，特别是ＩＯＮＭ技术的发
展，脑干手术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手术

治疗也逐渐成为了脑干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

一［１－２，８－９］。但是，脑干结构复杂，神经纤维、核团

密集，是呼吸、循环及运动系统的中枢，脑干手术

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较高，主要表现为各种

心律失常伴随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循环系统不良事

件。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ＡＳＡ分级、病变性质和
术前合并脑积水是术中出现心律失常及血压波动

的危险因素。术前 ＡＳＡ分级越高，术中发生不良
事件的几率越大；术前合并脑积水或存在明显颅高

压的患者更容易发生心率失常，而且经常发生在翻

动病人摆放手术体位时、打开颅骨或剪开硬膜时、

以及切开脑干或牵拉脑干的瞬间。由此本研究认

为，除了手术操作本身容易引起因直接刺激脑干所

导致的循环功能紊乱以外，其它相关疾病因素如合

并脑积水，也可以通过引起颅内压力变化造成脑干

的摆动或移位，从而引发脑干循环功能紊乱继而出

现不良事件。脑干出血性病变如海绵状血管瘤、血

管母细胞瘤等疾病发生过程中，出血形成的血肿在

脑干组织中迅速膨胀增大，挤压、撕裂、分离和破坏

脑干重要结构组织，其分解代谢产物对脑干神经组

织产生进一步损伤，导致急性脑干组织水肿，因此

就脑干疾病性质而言，出血性脑干病变手术围麻醉

期更容易出现循环系统不良事件。另外，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脑干发出的一些颅神经也有调节循环功

能的作用，在直接或间接牵拉这些神经时也会出现

相应的心率及血压的变化，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三叉

８０６

贵 阳 医 学 院 学 报　 ４１卷　



神经－心脏反射［３－５］，主要表现为窦性心动过缓伴

血压下降，严重时甚至可能出现窦性停博。国内外

均有报道［１０－１３］。

脑干手术围麻醉期不良事件的另一个主要表

现是呼吸系统症状与体征，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

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和术前合并肺炎是围麻醉期
出现呼吸恢复延迟、咳嗽多痰等呼吸系统不良事件

的相关危险因素。由于脑干延髓手术的特殊性，以

往有学者主张脑干手术中保留自主呼吸，并根据频

率与潮气量的变化判断是否损伤脑干［１４］。但是术

中保留自主呼吸可能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甚至意

外［１５－１６］。随着ＩＯＮＭ技术的不断完善，手术操作
是否引起脑干损伤的判断已经完全可以借助电生

理监测进行预判与提醒［１７］。因此，结合以往的研

究结果，本研究认为，脑干病变手术还是应选择控

制呼吸，特别是对于手术范围波及延髓的患者更应

采用经鼻气管插管的方式，既方便术后带管的相关

管理又提高患者的耐受程度，而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了上述方式可以取得较满意的结果。ＩＯＮＭ能够
对手术可能造成的神经损伤进行预测并通过即时

监测功能及时提醒术者避免发生不可逆的神经功

能损伤，是保证脑干手术安全并成功实施的不可缺

少的关键辅助技术［１８－１９］。因此，在脑干手术的麻

醉管理策略中，保证麻醉质量与保证电生理监测质

量同样重要。然而，ＩＯＮＭ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
麻醉药物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所以麻醉医生在选

择麻醉方式、麻醉药物及药物用量上必须充分考虑

其可能对术中电生理监测结果的影响。在本研究

结果中显示，实施 ＴＩＶＡ的监测成功率显著高于
ＣＩＩＡ，监测结果不理想甚至监测失败的情况均出现
在实施ＣＩＩＡ的病例中。ＴＩＶＡ和 ＣＩＩＡ是神经外科
手术麻醉常用的两种全麻方式，但是对于已经存在

神经损伤的脑干肿瘤患者，吸入麻醉药物对监测波

形———尤其是体感诱发电位波形的抑制作用十分

明显，即使极少量的吸入麻醉药也会导致监测的失

败。近年临床试验总结认为，在ＢＩＳ监测下辅以右
美托嘧啶的ＴＩＶＡ是配合脑干手术实施ＩＯＮＭ较为
理想的麻醉方式，即可以保证理想麻醉深度和质

量，又可以保证 ＩＯＮＭ的成功实施［２０］。因此对于

需要进行ＩＯＮＭ的脑干手术，本研究认为采用 ＴＩ
ＶＡ的麻醉方式显然更为理想。

综上，本研究总结脑干肿瘤手术围麻醉期的管

理策略是：全面掌握术前状况（ＡＳＡ分级、病变部位
及性质、合并症）；充分了解手术步骤，做到提前预

判；密切留意手术进程，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判断诱

发因素，做到恰当处理；最后既要保证麻醉质量，又

要保证监测效果是脑干手术麻醉管理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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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行ＰＫＰ和开放复位内固定术，观察其对邻近
椎体生物力学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术前比较，

两组动物椎体承载压力能力得到显著提升，ＰＫＰ术
后椎体承载压力能力明显高于开放复位内固定术

组，但术后５、１０、１５个月两组模型承载压力能力逐
渐下降；术后观察１５个月，行开放复位内固定术的
动物椎体术后，平均高度和矢状面 Ｃｏｂｂ角均无明
显变化，ＰＫＰ组模型动物１５个月后手术椎体前缘、
后缘平均高度及矢状面 Ｃｏｂｂ角均显著改善；ＰＫＰ
术组动物椎体术后高度测量值和Ｃｏｂｂ角的变化与
开放复位内固定术组比较，差异显著，两组实验动

物手术后均成活，没有发生感染等严重不良反应。

可见，ＰＫＰ较开放复位内固定手术可更好地改善邻
近椎体后凸角度，更显著地改善椎体承载压力的能

力，治疗骨质疏松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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