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为小鼠 MSCs 作为种子细胞应用于组织工程方

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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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男，48 岁，体重 62 kg，ASAⅠ级，3 d 前有上呼吸

道感染病史，既往无其他疾病及药物过敏史，因急性阑尾炎

拟在硬膜外麻醉下急诊行阑尾切除术。患者于术前 30 min
肌注苯巴比妥钠 100 mg 和阿托品 0． 5 mg，入室后常规心电

监护、吸氧、开放上肢静脉后，取左侧卧位，于 T12 ～ L1 行硬

膜外穿刺。穿刺置管顺利，注射试验剂量 2%利多卡因5 ml，
观察 5 min 无全脊麻征象后追加 1% 利罗合剂 10 ml，10 min
后测麻醉平面 T8 ～ L2。手术开始 15 min 后，当提起阑尾、结
扎阑尾系膜时，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诉胸痛难忍，考虑为阑

尾牵拉反应所致，给予氯胺酮 30 mg 静注。约 3 min 后，患者

出现呼吸困难，SpO2 下降至 90%。考虑为麻醉后舌根后坠

所致的呼吸抑制，立即托起下颌，面罩加压给氧，但感觉气道

阻力很大，胸廓无起伏; 5 min 后 SpO2 进行性下降至 75%。
此时患者牙关紧闭，出现明显的吸气性呼吸困难( 三凹征) ，

并闻及高调粗糙喉鸣音，立即给予丙泊酚 80 mg、阿曲库铵
50 mg 静注，继续面罩加压给氧，1 min 后气道阻力降低，

2 min后 SpO2 回升至 98% ; 给予氨茶碱 0． 25 g、地塞米松
10 mg静注，随后插入气管导管，在全麻下完成手术。术毕吸

痰时从口腔中吸出较多的分泌物，拔管顺利。观察 15 min
无不良反应后送回病房。随访无特殊。

讨论 本例患者静注氯胺酮后，表现为严重的吸气性呼

吸困难，呈现三凹征，吸气时可闻及高调粗糙喉鸣音，是典型

的喉痉挛表现。发生的原因可能为: ( 1) 氯胺酮麻醉后使口腔

分泌物增多，而且氯胺酮本身能使气道反射过度活跃，使咽喉

部反射亢进，喉头分泌物的刺激反射性引起喉部肌群痉挛性

收缩而使声带内收，声门部分或完全关闭; ( 2) 喉痉挛是迷走

神经介导的一种保护性反射，在浅麻醉状态下( 麻醉平面不

够) ，当处理阑尾系膜外，由于牵拉反射，反射性地兴奋迷走神

经而诱发喉痉挛; ( 3) 气道高反应性: 患者近期有上呼吸道感

染病史，使气道对各种刺激反应较正常人更为敏感。
喉痉挛是麻醉过程中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若不及时

处理，将导致患者严重缺氧，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对喉痉挛

的发生重在预防，对一些迷走神经分布较丰富的部位手术
( 如肛门、阑尾、气道手术等) ，应尽量使麻醉平面满足手术

的要求。在麻醉效果欠佳应用辅助药时，应尽量避免应用氯

胺酮、硫喷妥钠等易诱发喉痉挛的药物。另外，对一些气道

高反应性患者，如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等，也是诱发喉

痉挛不容忽视的因素。在麻醉期间应加强呼吸道管理，保持

呼吸道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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