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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芬太尼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非体外循环麻醉的影响

李金瑞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麻醉科，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不同剂量舒芬太尼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非体外循环（ＯＰＣＡＢ）麻醉的影响。 方法 选取

１１５ 例行 ＯＰＣＡＢ 手术治疗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５７ 例。 常规组予以常规剂量舒芬太尼

辅助 ＯＰＣＡＢ 手术，试验组予以低剂量舒芬太尼辅助 ＯＰＣＡＢ 手术，比较两组围手术期体征变化情况，麻醉镇

痛、镇静效果，苏醒情况，苏醒后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在不同麻醉方案下，试验组 Ｔ０、Ｔ２ 时患

者的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ＭＡＰ），苏醒后 ＶＡＳ、ＲＡＳＳ 的评分，术中知晓率与常规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试验组 Ｔ１、Ｔ３ 时的 ＨＲ、ＭＡＰ 均高于常规组，苏醒时间、ＣＳＩＣＵ 停留时间均短于常规组（Ｐ＜ ０．０５）；

两组的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 低剂量舒芬太尼辅助 ＯＰＣＡＢ 麻醉能

有效维持患者围手术期基础体征稳定，镇痛、镇静效果好，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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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ＩＣＵ ｓｔａｙ ｔｉｍｅ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ＯＰＣＡＢ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ｇ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ｄ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冠心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Ｄ）为临床常

见心血管病之一，多见于 ４０ 岁中老年群体，但近年

患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该疾病发病考虑与冠脉壁

积聚大量胆固醇或脂质，形成斑块后引发的管腔狭

窄、闭塞等机制相关［１］。 ＣＨＤ 在病情急性发作期，

临床会在明确具体发病原因基础上，予以积极抗血

小板聚集、调脂、降压、降糖等常规治疗，待患者病

情、体征恢复平稳后，临床则会对患者实施相关心脏

手术治疗［２］。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ｏｆｆ⁃

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ＯＰＣＡＢ）为目前用于治

疗 ＣＨＤ 的常见术式，应用效果已得到相关研究［３］ 证

实，做好 ＯＰＣＡＢ 患者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对促进手术

顺利开展、降低手术风险均有重要意义。 维持术中

体征稳定是心脏外科手术患者麻醉管理的主要目

标，也是降低患者术后发生多种心血管不良事件的

重要手段［４］。 在对 ＯＰＣＡＢ 患者实施麻醉诱导及麻

醉维持时，除应避免麻醉药物所致循环抑制外，酌情

控制麻醉深度也是避免气管插管时因疼痛而引发防

御性应激反应的手段［５］。 舒芬太尼为一种阿片类镇

痛药，对维持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体征稳定有重

要意义，但若药物过量也可能增加麻醉相关不良反

应发生的风险［６］。 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剂量舒芬太

尼对 ＯＰＣＡＢ 麻醉的影响及安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收治的 １１５ 例行 ＯＰＣＡＢ 手术治疗的患者，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常规组 ５７ 例和试

验组 ５８ 例。 常规组男 ３０ 例，女 ２７ 例；年龄 ５６～７４ 岁，

平均 （ ６５． ２ ± ５． ３ ） 岁； 体 质 量 指 数 （ ＢＭＩ ） ２３ ～

２６ ｋｇ ／ ｍ２，平均（２４．５±５．１） ｋｇ ／ ｍ２；美国麻醉医师学

会（ＡＳＡ）麻醉分级［７］：Ⅱ级 ３２ 例，Ⅲ级 ２５ 例；Ｋｉｌｌｉｐ

心功能分级［８］：Ⅱ级 ２６ 例，Ⅲ级 ３１ 例。 试验组男 ３２

例，女 ２６ 例；年龄 ５８～７２ 岁，平均（６５．４±５．３）岁；ＢＭＩ

２４～２５ ｋｇ ／ ｍ２，平均（２４．６±５．３） ｋｇ ／ ｍ２；ＡＳＡ 麻醉分

级：Ⅱ级 ３５ 例，Ⅲ级 ２３ 例；Ｋｉｌｌｉｐ 心功能分级：Ⅱ级

２５ 例，Ⅲ级 ３３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 本研究已获得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Ｔ３９３２）。

纳入标准：①符合 ＯＰＣＡＢ 手术指征［９］且自愿接

受该手术治疗；②符合全麻指征［１０］；③ＡＳＡ 麻醉分

级为Ⅱ～Ⅲ级；④Ｋｉｌｌｉｐ 心功能分级为Ⅱ～Ⅲ级；⑤患

者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①病情处于急性发作期；②合并其他

严重心脑血管疾病；③肝肾功能损伤；④有感染性疾

病或免疫功能异常；⑤有恶性肿瘤；⑥伴有精神、认

知障碍性疾病。

１．２　 方法

常规组予以常规剂量舒芬太尼辅助 ＯＰＣＡＢ 手

术。 ①术前常规予以禁食、禁水后开放外周静脉通

路，连接心电监护设备，密切关注手术期间的血压、

心率、血氧饱和度等体征指标，并应用脑电双频指数

（ＢＩＳ）全程监测麻醉深度。 ②麻醉诱导方案如下。

以 １．０ ｍｇ ／ ｋｇ 的剂量经静脉推注丙泊酚（四川国瑞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１１４），以 ０．３ μｇ ／ ｋｇ 的

剂量经静脉推注舒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４１７１），以 ０．２ ｍｇ ／ ｋｇ 剂量经

静脉推注依托咪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５１１），以 ０．１５ ｍｇ ／ ｋｇ 的剂量经静脉

推注苯磺顺阿曲库铵（上海恩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８６９）。 肌松满意后观察 ＢＩＳ 值，当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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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值维持在 ４５～６０ 后，采用单腔气管插管实施机械

通气，通气时潮气量维持在 ６～ ８ ｍＬ ／ ｋｇ，呼吸频率维

持在每分钟 １２ ～ １６ 次，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

３５～ ４５ ｍｍＨｇ。 ③麻醉维持方案如下。 以 ０．４ μｇ ／ ｋｇ

的剂量经静脉推注舒芬太尼，以 ４～６ ｍｇ ／ （ｋｇ·ｈ）的滴

速经静脉持续输注丙泊酚，并以 ０．０５～２ μｇ ／ （ｋｇ·ｍｉｎ）

的滴速输注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１９７）。 ④术后镇痛，手术结束前

１０ ｍｉｎ，连接静脉自控镇痛泵 （ ＰＣＩＡ），取 １００ μｇ

舒芬太尼、３０ ｍｇ 地佐辛（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０３２９），一同加入至 １００ ｍＬ 氯化

钠注射液中，混合为镇痛药液，ＰＣＩＡ 的背景速度为

２ ｍＬ ／ ｈ，每次 ２ ｍＬ，锁定 １５ ｍｉｎ。 试验组予以低剂

量舒芬太尼辅助 ＯＰＣＡＢ 手术，麻醉诱导时，舒芬太

尼用药量为 ０．１ μｇ ／ ｋｇ，其余麻醉方法同常规组。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于麻醉诱导前（Ｔ０）、诱导后 １０ ｍｉｎ（Ｔ１）、气

管插管时（Ｔ２）、术毕（Ｔ３）等不同时间点分别记录并

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ＭＡＰ）等

基础体征指标。 ②于麻醉苏醒后分别采用视觉模拟

疼痛量表（ＶＡＳ） ［１１］、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评分（ＲＡＳＳ） ［１２］ 评

估两组的镇痛及镇静效果，ＶＡＳ 量表满分 １０ 分，７ ～

１０ 分表示剧烈疼痛，４～６ 分表示中度疼痛，１～３分表

示轻微疼痛或无痛；ＲＡＳＳ 总分 ６ 分，依次对应 ６ 个

等级，以 ２ ～ ４ 分为最佳控制标准。 ③记录并对比两

组的苏醒时间、心外重症监护室（ＣＳＩＣＵ）停留时间、

术中知晓率。 ④统计并对比两组患者术后麻醉相关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主要包括循环抑制、认知障碍、

术后低体温、胃肠道不适等 ４ 种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样本

量 ｎ、样本量占比（%）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

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围手术期体征变化

在不同麻醉方案下，试验组 Ｔ０、Ｔ２ 时的 ＨＲ、

ＭＡＰ 与常规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Ｔ１、Ｔ３

时的 ＨＲ 及 ＭＡＰ 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两组围手术期体征变化比较

组别 ｎ ／例
ＨＲ／ （次 ／ ｍｉｎ）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ＭＡＰ ／ ｍｍＨ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试验组 ５８ ７６．１１±１０．３２ ７５．２２±１０．３６ ７８．２５±１０．３５ ７６．３３±１０．４１ ８０．３３±１０．２５ ７８．４７±１０．２６ ８３．３９±１０．３１ ８０．４４±１０．２５

常规组 ５７ ７６．３５±１０．２７ ６８．４２±１０．４１∗ ７７．６１±１０．２４ ７０．３３±１０．２７∗ ８０．４１±１０．３６ ７１．２４±１０．２５∗ ８１．１５±１０．２８ ７２．１５±１０．３３∗

ｔ ０．１２５ ３．５１１ ０．３３３ ３．１１１ ０．０４２ ３．７８０ １．１６７ ４．３２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 Ｔ０ 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麻醉效果

在不同麻醉方案下，试验组苏醒后的 ＶＡＳ 评

分、ＲＡＳＳ 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两组麻醉效果比较

组别 ｎ ／例 ＶＡＳ 评分 ／分 ＲＡＳＳ 评分 ／分

试验组 ５８ ４．０５±１．０５ ３．１７±０．５２

常规组 ５７ ３．８６±０．４７ ２．９６±０．８３

ｔ １．２４９ １．６２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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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苏醒情况

在不同麻醉方案下，试验组的苏醒时间、ＣＳＩＣＵ

停留时间均短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试验组术中知晓率与常规组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两组苏醒情况比较

组别 ｎ ／例 苏醒时间 ／ ｍｉｎ ＣＳＩＣＵ 停留时间 ／ ｍｉｎ 术中知晓率 ／ %

试验组 ５８ １０．２４±３．３１ １５．２４±４．１６ ５．１７

常规组 ５７ １２．４９±３．１１ １８．７７±４．２３ ３．５１

ｔ ／ χ２ ３．７５５ ４．５１２ ０．３３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麻醉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在不同麻醉方案下，试验组的麻醉相关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６．９０%（４／ ５８）低于常规组的 １９．３０%（１１／ ５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两组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ｎ ／例 循环抑制 ／例 认知障碍 ／例 术后低体温 ／例 胃肠道不适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 %

试验组 ５８ ０ １ ２ １ ６．９０

常规组 ５７ ３ ３ ２ ３ １９．３０

χ２ ６．７５３

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ＨＤ 好发于中老年群体，且相关流行病学研

究［１３］数据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改

变，该疾病的发病率逐步呈年轻化趋势。 在患者病

情急性发作期，临床多以明确病因、对症支持为主要

治疗原则，待患者病情、体征均恢复平稳，会在明确

相关指征基础上，为患者实施心脏外科手术治

疗［１４］。 ＯＰＣＡＢ 为目前治疗 ＣＨＤ 的常见术式，但与

传统体外循环手术相比，ＯＰＣＡＢ 需在心脏跳动情况

下完成冠脉吻合，此术式对外科医生操作要求较高，

若术中未达到满意的完全再血管化效果，可能会导

致患者心肌缺血并增加死亡风险。 麻醉为一种重要

的无痛医疗技术，能通过抑制机体多种生理反射而

促使手术顺利开展，对减轻患者疼痛并降低由疼痛

引发的应激反应有重要意义［１５］。

舒芬太尼为一种常见阿片类镇痛药，通过与 μ

受体选择性结合后能产生镇痛效果，对维持外科手

术患者的体征稳定有重要意义［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

示，两组在 Ｔ０ 时的 ＨＲ、ＭＡＰ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但在不同麻醉方案下，试验组 Ｔ１ 时的 ＨＲ、ＭＡＰ 均

高于常规组，提示与常规剂量下的舒芬太尼相比，低

剂量舒芬太尼对 ＯＰＣＡＢ 患者基础体征产生的影响

更小。 舒芬太尼能与人体脊髓、脑干中的 μ 受体进

行特异性结合，通过抑制大脑神经元兴奋后减轻多

种侵入性操作造成的疼痛反应，经抑制中枢神经系

统后亦可促使患者失去感觉、意识，对促进手术顺利

开展也有积极意义［１７］。 但在 Ｔ２、Ｔ３、Ｔ４ 等不同时间

点下，试验组的 ＨＲ、ＭＡＰ 变化较常规组更小，提示

低剂量舒芬太尼可维持术中体征稳定，在有效避免

药物过量所致循环抑制风险的同时，亦可在行气管

插管时，产生与常规剂量相近的镇痛效果。 故两组

Ｔ３ 时的 ＨＲ、ＭＡＰ 无明显差异，但 Ｔ４ 时的 ＨＲ、ＭＡＰ

均高于常规组。 舒芬太尼为芬太尼衍生物，因此具

有与芬太尼相似的药理特征，但舒芬太尼的亲脂性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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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且与芬太尼相比，此药更易穿透血脑屏障，故

可产生更加理想的镇痛效果。 有研究［１８］ 结果表明，

舒芬太尼对机体循环系统具有较强抑制作用，在高

剂量、快速注射下或会导致患者 ＨＲ、ＭＡＰ 下降，为

有效降低麻醉风险，应合理控制给药剂量并密切监

测 ＯＰＣＡＢ 患者围手术期体征、呼吸变化。 本研究经

适量减少麻醉诱导及麻醉维持中舒芬太尼用药量后

结果显示，试验组的 ＶＡＳ、ＲＡＳＳ 评分与常规组并无

明显差异，且相比之下，试验组用药量更少。 故该组

术后麻醉苏醒时间及 ＣＳＩＣＵ 停留时间均短于常规

组，提示低剂量舒芬太尼并未影响麻醉镇痛及镇静

效果。 舒芬太尼可在肝脏内被广泛代谢，经转化为

Ｎ⁃去烃基和 Ｏ⁃去甲基后更易经肾脏排出，与其他镇

痛药相比，舒芬太尼的用药安全性较高。 本研究中，

试验组术后麻醉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常规组，

提示酌情减少舒芬太尼用量可在产生理想麻醉效果

同时，进一步降低麻醉风险。

４　 结论
低剂量舒芬太尼对 ＯＰＣＡＢ 患者围手术期体征

指标产生的影响更小，麻醉效果好，可改善患者苏醒

质量，还可有效降低麻醉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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