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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泊酚靶控输注（TCI）应用于全胸腔镜二尖瓣置换术
王希颖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  湖南株洲  412000）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在全胸腔镜二尖瓣置换术中应用丙泊酚靶控输注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

期间收治的 28 例风湿性二尖瓣病变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 TCI 组和非 TCI 组，所有患者均在全胸腔镜下行二尖瓣置换术，给予 TCI 组患者

丙泊酚靶控输注进行麻醉的诱导和维持，非 TCI 组则采用丙泊酚单次推注进行麻醉诱导，麻醉诱导则采用丙泊酚的持续输注和大剂量的镇静镇

痛药物，对比两组患者在麻醉诱导期的低血压发生率、两个时期的丙泊酚用量、患者的清醒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拔管时间和术后肺部感染情

况的发生率等。结果　TCI 组患者在麻醉诱导期的低血压发生率要明显低于非 TCI 组（P<0.05），两个时期中的丙泊酚用量也明显低于非 TC 组

（P<0.05），进行对比的其它指标也要明显优于非 TCI 组（P<0.05）。结论　在全胸腔镜下行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群体中采用丙泊酚靶控输注进

行麻醉的诱导和维持，可有效促使围手术期的血流动力学保持平衡，帮助患者快速康复的同时，还可有效降低术后肺部感染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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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多数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的病程长且心功能不全或者心脏衰

竭，导致手术危险性高、麻醉禁忌诸多，而以往临床中使用的大剂量

芬太尼进行麻醉，但其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且治疗费用太高，对患者

的压力较大。近年来，有临床研究表明 [1]，发现靶控输注丙泊酚的麻

醉效果颇佳，可有效减少对患者的机体损伤，并且由于是静脉麻醉，

其具有起效快等优点。本次研究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28 例风湿性二尖瓣病变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 TCI

组和非 TCI 组，给予两种不同的麻醉方式进行麻醉的诱导和维持并对

比其疗效，实验进行顺利并完满完成，现将主要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28 例风湿性

二尖瓣病变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 TCI 组和非 TCI 组。每组各 14

例。其中，TCI 组中男性 5 例，女性 9 例，年龄 28-56 岁，平均年龄

为（43.2±3.9）岁；非 TCI组中男性 7例，女性 7例，年龄 27-55岁，

平均年龄为（47.6±4.2）岁。两组患者等基本数据间差异均并不具

备统计学中的意义（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术前均先给予常规的心电图、有创动脉血压、鼻咽

温、心率、中心静脉压和激活全血凝固时间等检测，在局部麻醉的前

提下，进行桡动脉穿刺置管，实时检测血压动脉，开放静脉通路，静

脉注射 0.03mg/kg 的咪达唑仑和 0.5ug/kg 的舒芬太尼，之后给予 TCI

组患者丙泊酚靶控输注进行麻醉的诱导和维持，初始血浆靶浓度控制

为 1.0ug/mL，之后根据脑电双频谱指数（BIS）对丙泊酚血浆浓度进

行提升，提升梯度为 0.3ug/mL，非 TCI 组则根据患者的体征单次推注

1-2mg/kg 的丙泊酚，之后在患者意识消失后给予患者 0.6mg/kg 罗库

溴铵，肌肉松弛度达到满意时后行气管插管。

在术中，TCI 组根据 BIS 值将丙泊酚浓度调整为 2.5-4.5ug/mL，

非 TCI 组则将丙泊酚输注的速率调整为 6-8mg/（kg*h），术后停止丙

泊酚的靶控输注和持续输注，术毕将患者想、送回病房 [2]。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在麻醉诱导期的低血压发生率、两个时期的丙泊酚

用量、患者的清醒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拔管时间和术后肺部感染情

况的发生率等。

1.4 统计学分析

将所获得的全部数据通过 SPSS17.0 软件处理完成后，使用 χ±s

表示所有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所有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差异

具有统计学中的意义使用 P＜ 0.05 表示。

2 结果

根据对比统计数据得出，TCI 组患者在麻醉诱导期的低血压发生

率要明显低于非 TCI 组（P<0.05），两个时期中的丙泊酚用量也明显

低于非 TC 组（P<0.05），进行对比的其它指标也要明显优于非 TCI

组（P<0.05）。详情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对比表

组名

（例数）

诱导期低血糖

发生率（%）

丙泊酚用量（mg） 清醒

时间（h）

机械通气

时间（h）

拔管

时间（h）

术后肺部

感染率（%）诱导期 维持期

TCI 组（14） 3（21.42） 62.4±17.1 610.7±153.2 1.8±0.5 11.2±6.7 11.6±6.6 0（0）

非 TCI 组（14） 6（42.85） 86.1±21.3 834.6±263.7 3.4±0.7 16.2±8.1 16.7±8.2 1（7.14）

3 讨论

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由于心脏瓣膜的严重受损因此才需要进行心脏

瓣置换术，其中二尖瓣病变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术式，而由于心脏瓣

膜病变严重，导致心肌严重受累，在术前的并发症多，且很容易引发

血流动力学障碍，继而引起肺动脉高压和其它重要器官发生障碍等，

大大提升了手术死亡率，并且增加了麻醉的危险性，因此在行全胸腔

镜二尖瓣置换术中选择合理有效的麻醉药物对之后的手术成功率和血

流动力学稳定等多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临床中较为经典且常用的方式便是米达唑伦和舒芬太尼，这两种

药物对循环的抑制作用较少，但是在诱导期采用丙泊酚推注和维持期

采用丙泊酚持续输注，发现仍旧会对血流动力学的稳定造成巨大影响，

也会对患者的心功能产生影响，而且行二尖瓣置换术时，优于病情不

复杂，在术后 4-6h 内早期拔管可有效提升之疗效果，帮助患者快速

恢复，因此麻醉维持不宜过深。

本次研究通过将 28 例行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然

后分别实施不同的麻醉诱导和维持，探究丙泊酚靶控输注的效果，实

验数据显示，丙泊酚靶控输注的效果显著，在有效维持血流动力学稳

定的同时，缩短患者的拔管时间，避免了由于导管滞留时间过长而导

致肺部感染时间的发生，还可以有效减少麻醉药物的用量，减少机械

的通气时间，这样可帮助呼吸道粘膜功能的更快恢复，降低了术后肺

不张等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有效改善了患者的心脏功能 [4]。

综上所述，在全胸腔镜下行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群体中采用丙泊

酚靶控输注进行麻醉的诱导和维持，可有效促使围手术期的血流动力

学保持平衡，帮助患者快速康复的同时，还可有效降低术后肺部感染

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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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

腹腔镜探查还可对大部分急腹症开展有效治疗，比如急性阑尾炎、

急性胆囊炎等。班内次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治疗率为 97.61%，相较

于前人报道明显更高 [10]。分析其原由，可能是由于本次研究入选的

对象均排除生命体征不稳定者。同时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开腹

组，腹腔镜组的手术时间、下床活动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

更短，术中出血量更少，提示相较于开腹探查术，腹腔镜探查术对机

体造成的创伤更小，术后恢复速度更快。

综上所述，急腹症应用腹腔镜探查术治疗时对机体造成的创伤小，

术后机体恢复速度快，临床价值显著，但仍有一定机率导致漏诊的发

生，因此临床医生需对腹腔镜所存在的局限性和手术安全性有足够认

识，对中转开腹时机进行合理把握，不可盲目追求微创技术。

参考文献

[1] 王英娜 . 妇科急腹症腹腔镜与开腹手术的临床效果比较 [J].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2016，22(22):83-84.

[2] 彭正，杨琦 . 基层医院腹腔镜诊治外科急腹症的体会 [J]. 腹

腔镜外科杂志，2016，21(06):463-467.

[3] 欧梦川，杨显金，王崇树 . 腹腔镜在急腹症中的应用现状及

进展 [J].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16，23(03):378-382.

[4] 张寰，史继荣 . 腹腔镜技术用于老年急腹症诊治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 [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5，35(05):505-509.

[5] 郭朝锋，王晓静，薛洁，等 . 全面腹部超声检查在急腹症诊

断中的价值 [J].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2013，21(12):920-923.

[6] 王靳，喻栋平 . 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治疗妇科急腹症的临

床效果分析 [J]. 中国实用医药，2018，13(05):57-58.

[7] 朴光熙，金红旭 . 腹腔镜技术在急腹症中的临床应用 [J]. 中

国现代医生，2018，56(05):107-109.

[8] 谢国裔 . 诊断不明急腹症患者采用腹腔镜探查术较传统开腹

手术的优势 [J]. 临床医学工程，2017，24(12):1647-1648.

[9] 吴玉敬，刘伟华，桑德刚 .101 例腹腔镜治疗普外科急腹症的

临床效果分析 [J]. 中国农村卫生，2017(12):8.

[10] 蔺觅，黄永君，张兴中，等 . 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对老年急腹

症应激水平的影响及疗效对比 [J].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2017，

20(03):216-218+221.

（上接第 124 页）

置换术中的应用 [J].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2015，13（2）：86-89.

[2] 李祥奎，兰志勋，万永灵，等 . 丙泊酚靶控输注麻醉在瓣膜

置换术中的应用 [J].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04，1（1）：70-71.

[3] 邴海龙，李华平，张新建 .靶控输注丙泊酚在心脏瓣膜置换术

中应用[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4，5（10）：183-183.

[4] 徐建红，张雄信，姚永兴，等 . 丙泊酚 TCI 在心脏瓣膜置换

术中的应用 [J]. 浙江省麻醉学学术会议，2009，6（14）：456-457.

（上接第 122 页）

例有多种合并症的主动脉夹层的麻醉管理 [J].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2015，15(01):87-88.

[2] 纪宏新，何世琼，李安学等.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在胸主动脉瘤患

者支架介入手术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中国药房，2015，26(05):667-669.

[3] 李祥奎，黄建新，王瑜等.胸主动脉瘤介入治疗中双管型喉罩结

合无肌松静脉全麻效果评价[J].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10，7(03):32-34.

[4] 李阳春，栗力 . 覆膜支架在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及腹主动脉

瘤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 自然科学版 )，2012，

28(05):64-68.

（上接第 121 页）

促进胰岛素的敏感，从而有利于题没葡萄糖转化，达到降糖效果；同

时适当运动有利于改善患者心态，增加治疗依从性，达到更佳效果；

超短波则能够对局部进行小于，增加吞噬细胞数量，使患者局部血管

扩张，增加血流量，改善微循环；红外线则有利于局部新陈代谢，使

水肿减轻或消失，促进局部组织生长，达到促进创面愈合的效果。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2%；治疗后，

观察组糖尿病足分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体现出综合康复疗法治疗糖尿病足有显著效果，改善患者血液循环，

降低感染发生率，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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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阻断脓毒症向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展，明显改善血流动力

学状态、减少正性肌力药物用量，提高存活率；能清除血液中激活／

损伤内皮细胞的成分，改善内皮细胞功能；另外 CBP 可使脓毒症患儿

机体血液中的溶质得到连续、缓慢、彻底的清除，将其排除到体位，

由此可明显改善患儿机体的血浆晶体渗透压，但患儿机体血液中的大

分子物质并不会被排出到体外，其可发挥“拉拢”作用，即可将对机

体健康有利的间质水分拉入到血管内，从而使脓毒症患儿机体的血液

动力学指标更为稳定，进而使患儿机体肺水肿、脑水肿等症状得到有

效改善，同时可使机体对氧的利用率有效提高，使患儿机体内环境平

衡得到维持 [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愈率高于对照组，且观

察组治疗后平均动脉压高于对照组，血乳酸水平低于对照组，尿量多

于对照组，提示连续血液净化治疗的开展可使脓毒症治疗效果得到有

效提高，促使患儿机体内环境保持稳定，从而保障患儿机体健康。分

析其原由，可能是由于脓毒症发生后，患儿机体处于酸中毒状态，从

而导致其无法对常规治疗药物进行有效吸收，影响患儿的治疗效果，

而连续血液净化可使患儿机体内环境得到调节，从而使药物治疗效果

得到提升 [6]。

综上所述，连续血液净化治疗脓毒症的效果显著，可使患儿机体

血流动力学指标得到有效改善，使抢救成功率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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