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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综述

围术期应激反应及防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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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术期刺激可使机体发生应激反应$适度的应激反应对机体是有益的$但过度的应激反应会造

成内环境的改变$进而引起高血压&心动过速&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反应% 该文对围术期

应激反应与防治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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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反应是机体在遭受到不良刺激时所做出的

一系列保护性的反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兴奋为主的

神经内分泌反应% 围术期应激使机体神经内分泌反

应激活$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等分泌增加% 此外$机体在遭受不良刺激

时$应激反应还可直接促使肾素分泌增加$激活肾

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血浆血管紧张素
!

&能

量物质代谢发生显著改变($)

% 围术期任何刺激均

可使机体发生应激反应$适度的应激反应对机体是

有益的$但过度的应激反应会造成内环境的改变$进

而引起高血压&心动过速&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

血管系统的不良反应(")

% 手术方式$麻醉方法$术

中&术后疼痛是引起围术期应激反应的主要原因$是

术中&术后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危险因素% 现对围术

期应激反应与防治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71心理干预与应激反应

人体免疫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护身体免

遭不良伤害% 与生理反应相比$心理应激出现比较

早$并有可能伴随着围手术期的全过程% 心理应激

通过巨噬细胞产生&诱导&释放炎症因子% 应激反应

急性期时$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PQ-$#&白

细胞介素-:"PQ-:#和肿瘤坏死因子-

"

"ORS-

"

#会大

量出现(()

% 有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术前心理干预

后$在住院期间$可以明显减少患儿焦虑&烦躁&不安

等消极情绪的发生% 围手术期应对患者进行规范化

心理干预$从患者角度出发$本着以*人文关怀&以

人为本+的医疗服务理念$循序渐进的引导病人$消

除患者紧张&恐惧感$提高机体的痛阈$增强其对手

术疼痛的耐受性$促进患者术后心理&生理的康复%

81超前镇痛与应激反应

超前镇痛是指在伤害性刺激发生之前采取的预

防措施$主要是抑制外周和中枢敏化的疼痛$明显减

轻患者术后疼痛(%)

% 超前镇痛的关键在于预防疼

痛产生的病理生理变化$最根本的原则是$在疼痛应

激反应发生之前采取镇痛措施$而不是在疼痛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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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镇痛% 超前镇痛能明显降低T@' 评分$抑制

应激反应$减少手术患者的炎症反应(:)

%

91麻醉方法与应激反应

9:71硬膜外麻醉1椎管内麻醉主要阻滞了交感神

经$抑制机体对手术等不良刺激的应激反应$肾上腺

皮质激素&儿茶酚胺&甲状腺素等分泌减少$有效地

抑制了术中神经-内分泌反应(8)

% 单纯腰麻虽亦可

为手术提供较好的麻醉条件$但腰麻交感神经阻滞

广泛导致动静脉扩张明显$患者术中血压下降明显%

以致腰麻后对控制机体的应激反应等方面不如硬膜

外麻醉% 硬膜外麻醉还可降低患者心肌缺血&术后

肺不张&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低氧血症&肺栓塞的

发生率% 硬膜外阻滞还可以从脊髓水平抑制伤害性

刺激反射弧的形成$从而抑制伤害性刺激向中枢的

传导$最终抑制应激反应的发生(*)

%

9:81全身麻醉1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由于供氧充

足$呼吸管理方便$麻醉药阻滞内脏牵拉反应$从而

提高麻醉的安全性$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但全身麻

醉只能抑制大脑皮层边缘系统$不能有效地阻断手

术区域伤害性刺激引起的脑垂体&肾上腺髓质激素

的合成分泌% 全身麻醉气管导管插入时$不良刺激

使交感系统强烈兴奋$导致儿茶酚胺分泌增加&心肌

缺血())

&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等$对老年高血压病患

者尤为不利% 文献($#)报道$全凭静脉麻醉与静吸复

合麻醉相比$前者能更好地抑制围术期血浆皮质醇&

白细胞介素-:&去甲肾上腺素等的升高$从而抑制应

激反应%

9:91全麻复合硬膜外阻滞1硬膜外麻醉可有效阻

断手术刺激的上行传导$抑制应激反应$但由于术中

患者清醒$仍存在心理&内分泌应激反应和迷走神经

反射$因此$单纯的硬膜外麻醉难以有效地抑制围术

期应激反应% 而全身麻醉能抑制了迷走神经反射和

心理应激反应% 因此$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已经成

为了临床上有效控制老年患者术中麻醉应激反应的

麻醉方法之一$这在肾移植手术的临床麻醉实践中

得到了可靠的证实($$)

% 从应激反应的角度看$全麻

联合硬膜外麻醉机理及特点如下!"$#可在神经根

水平阻滞经感觉神经传入的刺激% ""#经膈神经和

迷走神经等传入途径的刺激在中枢被全麻药物所抑

制% "(#具有较完善的区域镇痛和肌松作用% "?#

能明显减轻手术对患者的不良刺激$减少麻醉知觉

的发生% "%#通过中枢和外周的双重抑制$有效地

抑制手术所致的应激反应% ":#硬膜外阻滞不仅使

与手术相关的交感神经充分阻滞$而且阻滞了手术

部位躯体感觉神经的向心传导$从而降低了交感神

经紧张性% "8#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可互补彼此不

足$减少全麻药的用量$有效地抑制应激反应和调控

血流动力学水平$且术后意识恢复快$有利于咳嗽&

咳痰及呼吸功能的恢复%

9:;1针刺麻醉1针刺麻醉的作用与穴位刺激密切

相关% 在目前的研究中已经证实$联合针刺足三里&

三阴交两个穴位可以起到明显的镇痛作用$因此其

广泛应用于急性术后疼痛的控制($")

% 针刺麻醉能

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如内

啡肽&脑啡肽&强啡肽等($()

% 刺激外周神经系统$释

放 %-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乙酰胆碱&

#

-氨

基丁酸&C物质&谷氨酸&<@&C&钙离子等($?)

% 这些物

质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机体应激反应的发生%

;1手术方式与应激反应

;:71腹腔镜手术1腔镜手术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人工气腹使腹内压增高$腹膜牵张产生刺激$腹腔脏

器和下腔静脉受压$回心血流量和心输出量下降$使

儿茶酚胺"R,&,&U@#释放增加% 另一方面$VW

"

吸

收入血引起一过性高碳酸血症$从而间接刺激主动

脉体化学感受器和颈动脉窦$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

系统$使皮质醇&儿茶酚胺分泌增多$引发心率加快&

血糖升高&急性炎症反应和免疫抑制$从而对机体产

生不良的影响$不利于术后恢复$并可增加围手术期

的并发症($%)

%

;:81胸科手术1由于胸科手术切口较大&胸膜刺

激&肋骨切断&单肺通气&纵隔摆动以及术后疼痛等

不良的刺激$引起剧烈的应激反应% 其中疼痛不良

刺激的传入神经均以胸段脊髓为初级传入中枢$而

胸膜&肺脏&气管等刺激均经迷走神经直接传入脑

部$这些不良刺激向高位中枢的传导$引发的一系列

应激反应$可能是老年患者术后早期神经功能异常

及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 单纯的手术

操作刺激$对肺组织有一定的损伤作用% 它可以引

起肺脏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和中性粒细胞的大量聚

集($8)

% 炎症因子和中性粒细胞又是氧自由基的主

要来源$当机体的抗氧化能力不能对抗创伤的氧化

能力时$就发生氧化应激反应%

;:91体外循环手术1体外循环手术过程中$由麻醉

和体外循环本身使机体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主要

表现为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和交感-垂体-

肾上腺素系统异常活跃$最终导致血浆儿茶酚胺&皮

质醇&血糖异常升高% 过度的应激反应还可以引起

围术期心律失常&心功能异常&代谢障碍&术后精神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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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等$从而使患者术后康复缓慢$甚至危及生命%

<1术后镇痛与应激反应

疼痛的发生经过多个节点$当伤害性刺激作用

于外周神经产生致痛因子$并活化神经末梢产生疼

痛信号$沿神经通路上传至脊髓后角$经整合后上传

至大脑皮层产生疼痛感觉% 手术应激反应造成的内

环境稳态失衡并不是随着手术结束而终止$其引发

的神经&内分泌&炎症&免疫反应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有效的术后镇痛有利于维持患者内环境稳态&保证术

后呼吸&循环功能稳定$调节应激反应$减轻围术期的

免疫抑制$稳定患者情绪$促使患者早日康复($))

%

=1结语

围术期的应激反应的发生是多方面&多层次&多

机理&多变化的% 围手术的合理监护管理$可以减轻

手术创伤触发的过度应激反应$调节炎性因子的波

动$对机体维持正常的应激反应和免疫功能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 临床医师可以通过采用有效手段调

控围术期的应激反应$如术前的心理疏导&麻醉方法

的选取&手术方式的选择以及围术期镇痛等% 科学

合理的麻醉&手术&镇痛$可以减轻手术应激反应$降

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手术耐受性$从

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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