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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管内麻醉与全身麻醉用于急性阑尾炎手术的临床效

果分析 

张成才 

德惠仁爱医院  吉林长春  130300 

【摘  要】目的 观察临床上对行急性阑尾炎手术患者展开麻醉，选择分别施用椎管内麻醉、全身麻醉干预的效果。方法 本院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由随机

数字表法选取，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阶段内接受诊治的 200 例行急性阑尾炎手术患者，划分为试验组、对照组各 100 例。此次研究中的试验组受试者，全

身麻醉干预为具体的干预措施，椎管内麻醉为对照组受试者，具体的干预措施。结果 麻醉干预开展后，所得研究数值不良反应发生几率，试验组干预对象评估结

果，比对对照组更低（p＜0.05）。结论 全身麻醉干预投入临床行急性阑尾炎手术患者麻醉中，能够较好减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值得被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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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intraspinal anesthesia and general anesthesia for acute appendicitis surgery 

Zhang Che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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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pinal anesthesia and general anesthesia. Methods The study subjects of this study，selected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received 200 patients undergoing acute appendicitis from January 2022 to 12.2022，were divided into 100 cases in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is study，the general anesthesia intervention is the specific intervention measures，and the intrainal anesthesia 

is the control group subjects，the specific intervention measures. Results After the anesthesia intervention，the outcom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is used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surgery，which 

can better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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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阑尾炎属于临床上常见、多发的急腹症的一种[1]，患者需要及时实

施治疗干预，临床上主要应用急性阑尾炎手术治疗干预。其手术中的麻醉

药物将会对患者的手术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椎管内麻醉、全身麻醉

属于临床上较常用的措施[2]。为进一步探讨其干预后的效果如何，本次研究

中将 200 例接受诊治的行急性阑尾炎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在临床

麻醉开展中，对试验组施用全身麻醉干预措施，结果如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由随机数字表法选取，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阶段内接受诊治的 200 例行急性阑尾炎手术患者，划分为试验组、

对照组各 100 例。 

对照组中患者的年龄，统计可得 12 岁-75 岁，计算得均值（56.49±

3.57）岁，男性 56 例，女性 44 例； 

试验组中患者的年龄，统计可得 13 岁-74 岁，计算得均值（56.38±

3.62）岁，男性 57 例，女性 43 例。 

比较试验组、对照组中研究对象的基础信息，可得其年龄、性别等

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针对组内试验对象，实施椎管内麻醉。在实施手术之前的

半小时，给予患者 0.5mg 阿托品、0.1g 苯巴比妥的肌内注射干预。并在该

措施之上实施椎管内麻醉。指导患者实施侧卧屈膝位的姿势，选择患者

的 T11 至 T12 或是 T12-L1 椎间隙，进行穿刺操作，后实施置管，注入 1%罗

哌卡因。注意在实施麻醉的过程中，关注其麻醉平面，并将其调节至 T8，

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实施严格的监测，任何异常及时实施处理。 

试验组：针对组内试验对象，实施全身麻醉。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给予患者 0. 1mg/kg 咪达唑仑、1 至 2mg/kg 丙泊酚、0.1μg/kg 芬太尼诱导

干预，展开气管插管操作，实施有效通气干预。应用微量泵给予丙泊酚

2-5mg/(kg·h)，瑞芬太尼 8-12ug/kg·h，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维库溴铵。在

实施麻醉的过程中，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实施严格的监测，任何异常

及时实施处理。 

1.3 观察指标 

1.3.1 不良反应发生几率：分析试验对象研究相关数值，了解其发生

恶心、呕吐、低血压的具体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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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相关数据实施软件 SPSS 22.0 计算，其结果中的计量资料

用（ sx  ）表示，以α=0.05 检验水准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2x 检

验，P<0.05 具体表示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不良反应发生几率 

下表 1 所示两组患者在结束麻醉之后，其不良反应发生几率，试验

组（3.00%）与对照组（14.00%）比对后数值更低（p＜0.05）。 

表 1  不良反应发生几率比对[例数（%）] 

组别 恶心 呕吐 低血压 不良反应发生几率

对照组（n=100） 4（4.00） 5（5.00） 5（5.00） 14（14.00） 

试验组（n=100） 1（4.00） 0（0.00） 2（2.00） 3（3.00） 

 2x  - - - 7.779 

p - - - 0.005 

3.讨论 

急性阑尾炎作为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之一，常突然发作，且病情变化

的速度相对较快，患者主要表现为持续伴阵发性加剧的右下腹痛、呕吐、

恶心等症状[3]，需要及时实施有效的治疗干预。临床上常应用手术实施切

除治疗干预，在实施手术之前麻醉干预能够有效确保手术顺利实施。全

身麻醉、椎管内麻醉属于临床上常应用的干预措施[4]。其效果有所不同，

为此此次研究选择分别实施全身麻醉、椎管内麻醉进行干预。 

以上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得出，对患者展开全身麻醉之后，患者出现

不良反应的情况得以减少，试验组对比对照组其不良反应发生几率更低

（p＜0.05）。椎管内麻醉由患者蛛网膜下腔、或硬膜外腔，实施局麻药物

的注入，对其脊神经根支配区域直接起到较好麻醉效果。其操作相对较

为简单，具有较好的可控性及持续性[5]，但是椎管内麻醉在实施麻醉的过

程中，将会对其交感神经产生阻滞，进而扩张交感神经的支配区域的小

动脉。且硬膜外麻醉会有局麻药中毒风险或者阻滞不全，会引起麻醉区

域血管扩张。而全身麻醉作为常应用的措施，能够较好改善患者的紧张

等情绪，患者在实施麻醉干预后将会暂时失去意识，被广泛应用至急性

阑尾炎手术中。患者在实施全身麻醉干预之后，相对椎管内麻醉干预其

预后效果相对更好，患者的胃肠道恢复相对更快，其恶心、呕吐等不良

反应发生的情况相对更少。但是全身麻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可能

会出现误吸等情况。 

以此可证，接受诊治的行急性阑尾炎手术患者展开全身麻醉干预具

有更好的效果，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相对较少，对比实施椎管内麻

醉干预措施，更适宜推广至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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