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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为低位硬膜外麻醉病人，分析对其应用右美托咪啶复合罗哌卡因的效果。方法：在我院接收的众多病人
中，根据实验要求筛选出 80 位符合条件的病人对象。据调查，此次实验参与者均于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1 月之间在我院接受相关治疗。
将这 80 位病人按照相关分组规则进行分组探究，其中一组病人在进行麻醉处理时选择罗哌卡因，此为对照组；其余一组病人在进行麻醉处
理时需要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入右美托咪啶，此为实验组。综合对比两组病人的麻醉效果。结果：统计对比两组病人的感觉阻滞起效时间，
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平均时间更短，且实验组的感觉阻滞维持时间明显更长。计算两组各自的 VAS 评分，评分统计显示，实验组的分值更
低。从并发症发病率的角度对比，实验组更胜一筹。结论：在为病人实施低位硬膜外麻醉时，应用右美托咪啶复合罗哌卡因的效果更为明
显，不仅能够加快感觉阻滞发挥作用的速度，同时还能感觉阻滞维持时间，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其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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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治疗工作开展过程中，麻醉是比较常见的，其中硬膜外

麻醉方式应用的范围较广。如果在利用该方式实施麻醉的过程中，
仅给予病人罗哌卡因，不仅镇痛的效果维持时间比较短，并且麻醉
效果发挥速度比较慢，如果能够借助复合麻醉，则可以使得这一问
题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右美托咪啶是一种受体激动剂，给予病人
右美托咪啶能够使得其神经元放电系统受到阻滞，通过临床实践可
知，右美托咪啶在镇静、镇痛等方面具有不错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重点探究右美托咪复合罗哌卡因在为病人实施麻醉

处理时的作用效果，为了突出实验目的，我们特选取了 80 位病人，
这些病人均于我院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1 月之间接受治疗，并
且均要进行低位硬膜外麻醉处理。将实验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
划分，使得实验组以及对照组中分别纳入 40 位病人。接下来针对
这些病人的基本资料进行分析汇总。对照组中的 40 位病人是由 30
位男性以及 10 位女性组成，病人的年龄最低为 25 周岁，最高为 61
周岁。通过对这些病人的治疗情况进行汇总发现，其中有 16 位病
人接受疝手术，14 位病人接受下肢静脉曲张手术，其余 10 位病人
实施输卵管再通术。实验组中的 40 位病人中包括 31 位男性以及 9
位女性，病人的年龄在 24 周岁至 63 周岁之间。其中接受疝手术治
疗、下肢静脉曲张治疗以及输卵管再通术治疗的病人分别有 17 位、

14 位以及 9 位。从上述资料分析可知，两组病人在该方面没有较为
明显的差异，可以继续开展实验探究活动。 

1.2 方法 
对照组的病人利用罗哌卡因进行麻醉处理，在 L3~4 间隙进行穿

刺，采用注射的方式在蛛网膜下腔给予罗哌卡因，硬膜外腔向头端
置管 3 到 4cm。实验组的病人会利用联合麻醉方式进行麻醉处理，
除了需要按照对照组病人的麻醉方法实施麻醉之外，还要加入右美
托咪啶，给予方式为静脉注射。 

1.3 统计学方法 
在开展试验过程中，为了保证试验结果更具有真实性，需要应

用到大量的统计学数据，由于在试验中产生的数据信息比较多，如
果借助人工统计方式，无法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数据管理效果并
不明显，为此我们将会利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一分析处
理。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病人感觉阻滞起效时间等对比 
统计对比两组病人的感觉阻滞起效时间，结果显示，实验组的

平均时间更短，且实验组的感觉阻滞维持时间明显更长。从两组病
人在这两方面的数值比较中可以看出，其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
观察对比两组病人各自的运动阻滞起效时间以及维持时间，结果显
示差异性并不突出。 

表 1 不同组别病人感觉阻滞起效时间等对比 

组别 例数 感觉阻滞起效时间 感觉阻滞维持时间 运动阻滞起效时间 运动阻滞维持时间 

对照组 40 12.31±2.25 196.28±23.57 24.43±2.15 117.67±12.53 
实验组 40 5.33±1.14 278.48±31.26 24.77±2.14 117.29±12.38 

P - ＜0.05 ＜0.05 ＞0.05 ＞0.05 

2.2 不同组别病人 VAS 评分对比 
通过对两组病人 VAS 评分的统计发现，实验组病人的评分为

（3.11±0.13）分，对照组的分值为（4.27±1.20）分，从这一数值
的对比可以看出，实验组病人的评分更低一些。 

2.3 不同组别病人不良反应对比 
通过临床观察可知，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的病人，都出现

了不适症状，其中实验组仅有 1 位病人出现了低血压的症状，并未
发生呕吐、眩晕等表现。对照组中共计有 8 位病人产生了不适，其
中有 4 位病人有呕吐反应，1 位病人出现了低血压症状，其余几位
病人产生了眩晕。从这一方面对两组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两组
之间的差异性。 

3 讨论 
在临床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针对有效提升低位硬膜外麻醉手术

病人的麻醉效果这一问题都在不断进行探索。罗哌卡因在麻醉处理
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其能够有效维持镇痛效果，但是这一麻醉剂也
具有一定的不足，其溶解性不佳，所以在为病人注射罗哌卡因后，
其在病人体内无法高效代谢，进而可能会对病人的心脏等器官造成
一定程度的威胁。如果病人对于该药剂的耐受性比较低，很容易引
发抽搐等症状的产生，这样一来便无法保证手术的顺利实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手术的安全系数。右美托咪啶是一种受体激动剂，

其在手术过程中能够发挥良好的镇静作用，并且在手术结束后也可
以表现出不错的镇痛效果，并且其不会对病人的呼吸等生理行为产
生限制。相关报道指出，右美托咪啶的应用，具有较为可靠的安全
保障。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通过对右美托咪啶复合罗哌卡因的麻醉效
果进行了重点讨论，从上述结果对比中可以看出，该麻醉方式能够
加快感觉阻滞发挥作用的速度，同时还能感觉阻滞维持时间，此外
这一麻醉方式给病人带来的伤害也比较小，能够有效控制不良反应
的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在为病人实施低位硬膜外麻醉时，可以选择右
美托咪啶联合罗哌卡因的方式，其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感觉阻滞的起
效时间，并且镇痛效果也较为不错，除此之外，安全性也比较高，
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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