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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罗库溴铵对腔镜甲状腺切除术中喉返神经监测的影响。
方法　 选择 ２０２１ 年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行经乳晕入路腔镜甲状腺切除术的患者 １１６ 例，男 ３０
例，女 ８６ 例，年龄 １８～ ６４ 岁，ＢＭＩ １８ ５ ～ ３０ 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Ⅰ或Ⅱ级。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

为三组：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组（Ｒ１ 组，ｎ＝ ３９）、罗库溴铵 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Ｒ２ 组，ｎ ＝ ３９）和罗库溴铵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Ｒ３ 组，ｎ ＝ ３８）。 麻醉诱导后，Ｒ１ 组、Ｒ２ 组和 Ｒ３ 组分别静脉注射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０ ４５、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当 ＴＯＦ 值为 ０ 后插入神经监测气管导管，术中全程监测肌松，神经监测结束前

不追加肌松药。 记录首次出现喉返神经肌电图（ＥＭＧ）时间及 ＥＭＧ 振幅、插管时间及气管插管质

量（Ｃｏｏｐｅｒｓ 评分法）。 记录术中低血压、高血压、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体动的发生情况。 记录术后

咽痛、声音嘶哑、肌肉疼痛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三组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与 Ｒ１ 组比较，Ｒ２ 组和 Ｒ３ 组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振幅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与 Ｒ１ 组比

较，Ｒ２ 组和 Ｒ３ 组插管时间明显缩短（Ｐ＜ ０ ０５）。 与 Ｒ２ 组比较，Ｒ３ 组插管时间明显缩短（Ｐ＜
０ ０５）。 与 Ｒ１ 组比较，Ｒ２ 组和 Ｒ３ 组气管插管质量明显升高（Ｐ＜０ ０５）。 与 Ｒ１ 组比较，Ｒ２ 组和

Ｒ３ 组术中体动、术后咽痛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结论 　 在腔镜甲状腺切除术中，与罗库溴

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比较，罗库溴铵 ０ ４５ 和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既能提供良好的气管插管条件，又能监测到喉返

神经肌电信号，罗库溴铵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插管时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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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Ｘｉａｎｌｉｎｇ， ＭＡ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ＭＡ Ｑｉａｎ， ＭＡ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ｘ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７５０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ｘｉｎ，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ｘｕｅｘｉｎ２６３７＠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１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ｅｏｌ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２， ３０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８６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ｇｅｄ １８－６４ ｙｅａｒｓ， ＢＭＩ １８ ５－３０ ０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Ⅰ ｏｒ Ⅱ．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ｙ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Ｒ１， ｎ ＝ ３９），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Ｒ２， ｎ ＝ ３９）， ａｎｄ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Ｒ３， ｎ ＝ ３８）．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ｓ Ｒ１， Ｒ２， ａｎｄ Ｒ３ ｗｅｒｅ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ｒａｖｅ⁃
ｎｏｕｓｌｙ ｗｉｔｈ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 ３０， ０ ４５， ａｎｄ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 ０，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ｗａ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ｌａｘ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ｄ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Ｍ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ｓ ｓｃｏｒ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ｙｐｏｔｅｎｓｉｏ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ｒａｄｙｃａｒｄｉａ，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ｔｃ．），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ｐａｉｎ， ｈｏａｒｓ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ａｉ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ＥＭ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Ｒ１，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ＥＭＧ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Ｒ２ ａｎｄ Ｒ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Ｒ１，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Ｒ２ ａｎｄ Ｒ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Ｒ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Ｒ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Ｒ１，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Ｒ２ ａｎｄ Ｒ３

·７９５·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Ｒ１，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ｐａｉ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Ｒ２ ａｎｄ Ｒ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ｄｏ⁃
ｓｃｏｐｉｃ 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３０ ｍｇ ／ ｋｇ，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 ４５ ａｎｄ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ｏｏ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Ｎｅｕｒ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喉返神经是喉部的主要运动神经，支配双侧声

带活动。 单侧喉返神经损伤和双侧喉返神经损伤

均可对患者造成严重的损害，轻者可引起声嘶，重
者可致呼吸困难。 甲状腺手术在临床上较为常见，
尤其是在年轻女性患者中。 但对于完全腔镜甲状

腺手术，其术后暂时性喉返神经麻痹仍时有发生，
其发生率甚至可以达到 ２ ２％ ～３ ４％［１］。 为了减少

甲状腺手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的发生，常规应用术中

神经监测（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ＯＮＭ）保
护喉返神经。 罗库溴铵为临床常用的肌松药，在开

放型甲状腺手术中推荐剂量为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２］，围术

期不再追加。 目前推荐剂量的罗库溴铵多用于开

放型甲状腺手术，是否能够满足完全腔镜甲状腺手

术的需要，仍有待探索。 因此，本研究通过比较不

同剂量的罗库溴铵对腔镜甲状腺切除术中喉返神

经监测的影响，为围术期神经阻滞药使用方案及围

术期管理方案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ＫＹＬＬ⁃２０２１⁃１０５６），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择期行经乳晕入

路腔镜甲状腺切除术的患者，性别不限，年龄 １８～６４
岁，ＢＭＩ １８ ５ ～ ３０ 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 Ⅰ或Ⅱ级，患者术

中行喉返神经监测。 排除标准：术前存在已知困难

气道、疑似喉返神经损伤、声带麻痹，术前患有神经

肌肉疾病或者服用影响神经肌肉传递的药物，术前

存在神经肌肉阻滞药或麻醉药物禁忌，糖尿病病

史，存在严重肝肾功能损伤。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分为三组：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组（Ｒ１ 组）、罗
库溴铵 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Ｒ２ 组）和罗库溴铵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Ｒ３ 组）。

麻醉方法　 术前常规禁饮、禁食 ８ ｈ。 入室后监

测 ＨＲ、ＢＰ、ＳｐＯ２、ＢＩＳ，开放外周静脉通路。 连接肌

松监测仪，选用四个成串刺激（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ＯＦ）技
术，并进行 ＴＯＦ 值校准。 麻醉诱导：依次静脉推注

咪达唑仑 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舒芬太尼 ０ ５ μｇ ／ ｋｇ、依托咪

酯 ０ ３ ｍｇ ／ ｋｇ。 意识消失后，Ｒ１ 组、Ｒ２ 组和 Ｒ３ 组

分别静脉注射罗库溴铵 ０ ３０、０ ４５、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待

患者肌松完善（ＴＯＦ 值为 ０）后插入标准加强型气管

导管（男性患者选择 ７ ０ 号气管导管，女性患者选

择 ６ ０ 号气管导管）。 所有患者在可视喉镜下进行

气管插管，将导管两侧电极对准两侧声带，红色导

线连接的电极对准右侧声带，蓝色导线连接的电极

对准左侧声带。 同时将接地电极常规放置在肩部

皮下并固定，连接神经监测仪。 固定导管位置并连

接麻醉呼吸机，设定呼吸参数：ＶＴ ６～ ８ ｍｌ ／ ｋｇ，ＲＲ
１２ 次 ／分，Ｉ ∶ Ｅ １ ∶ ２，ＦｉＯ２ ６０％，氧流量 １ ０ Ｌ ／ ｍｉｎ，
维持 ＰＥＴＣＯ２ ３０～４５ ｍｍＨｇ。 麻醉维持：持续静脉泵

入丙泊酚 ４ ～ ６ ｍｇ·ｋｇ－１·ｈ－１、瑞芬太尼 ０ ２ ～ ０ ３
μｇ·ｋｇ－１·ｍｉｎ－１，术中持续监测 ＢＩＳ，维持 ＢＩＳ ４０ ～
６０，神经监测结束前避免追加罗库溴铵。 维持术中

ＭＡＰ 波动幅度不超过基础值的 ２０％，ＨＲ 不低于 ５０
次 ／分，按需使用麻黄碱、乌拉地尔、阿托品稳定心

率和血压。 缝皮时停止泵入丙泊酚、瑞芬太尼。 术

毕不使用药物拮抗肌松作用，待患者肌松作用自行

恢复。 自主呼吸恢复后，由一位有经验的麻醉科医

师根据拔管指征拔除气管导管。
观察指标 　 记录首次出现喉返神经肌电图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ＭＧ）时间（从静脉注射罗库溴

铵到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的时间）及 ＥＭＧ 振

幅、插管时间（从静脉注射罗库溴铵到插管成功的

时间）及气管插管质量（Ｃｏｏｐｅｒｓ 评分法，总分 ０ ～ ９
分。 优，８～９ 分；良，６ ～ ７ 分；一般，３ ～ ５ 分；差，０ ～ ２
分）。 记录术中低血压、高血压、心动过缓、心动过

速、体动以及术后咽痛、声音嘶哑、肌肉疼痛等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
统计分析　 根据前期预试验结果，Ｒ１ 组、Ｒ２ 组

和 Ｒ３ 组静脉注射罗库溴铵后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振幅分别为（１ ０１３ ２５±５７ ３５）μＶ、（７５２ ３３±
２４５ ５０）μＶ、（７２４ ７３±２２４ ６０）μＶ，采用 ＰＡＳＳ １５ ０
进行样本量计算，设 α ＝ ０ ０５，１－β＝ ０ ８，考虑 ２０％
的脱落率，每组至少需要纳入患者 ３５ 例。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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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χ２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研究初始纳入患者 １２０ 例。 Ａ 组剔除出血量

过多而中转开放手术 １ 例；Ｂ 组剔除因困难气道而

进行多次插管 １ 例；Ｃ 组剔除出血量过多而中转开

放手术、手术时间＞４ ｈ 各 １ 例。 最终纳入患者 １１６
例，其中 Ａ 组 ３９ 例，Ｂ 组 ３９ 例，Ｃ 组 ３８ 例。 三组患

者性别、年龄、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手术和麻醉时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表 １　 三组患者一般情况和术中情况的比较

指标
Ｒ１ 组

（ｎ＝ ３９）
Ｒ２ 组

（ｎ＝ ３９）
Ｒ３ 组

（ｎ＝ ３８）

男 ／女（例） １０ ／ ２９ ７ ／ ３２ １３ ／ ２５

年龄（岁） ４１ ４±９ ５ ４１ ３±７ ３ ４１ ０±７ ２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３ ８±３ １ ２３ ３±２ ３ ２３ ３±２ ８

ＡＳＡ Ⅰ／Ⅱ级（例） １６ ／ ２３ １８ ／ ２１ １１ ／ ２７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９９ ９±２７ ２ ９６ ６±２４ ２ １０７ ２±２９ １

麻醉时间（ｍｉｎ） １２３ ６±２９ ５ １２０ ９±２４ ３ １３１ １±２８ ８

　 　 与 Ｒ１ 组比较，Ｒ２ 组和 Ｒ３ 组首次出现喉返神

经 ＥＭＧ 振幅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三组首次出现喉

返神经 ＥＭＧ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表 ２　 三组患者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时间及 ＥＭＧ
振幅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时间（ｍｉｎ）
首次出现喉返神经

ＥＭＧ 振幅（μＶ）

Ｒ１ 组 ３９ ２３ ０±５ ２ １ ０６０ ７±３８８ ２

Ｒ２ 组 ３９ ２３ ８±４ ８ ７８７ ４±２９３ ４ａ

Ｒ３ 组 ３８ ２５ ６±５ ３ ７２６ ８±３００ ０ａ

　 　 注：与 Ｒ１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与 Ｒ１ 组比较，Ｒ２ 和 Ｒ３ 组插管时间明显缩短

（Ｐ＜０ ０５），气管插管质量明显升高（Ｐ＜０ ０５）。 与

Ｒ２ 组比较，Ｒ３ 组插管时间缩短（Ｐ＜０ ０５）（表 ３）。
　 　 与 Ｒ１ 组比较，Ｒ２ 组和 Ｒ３ 组体动和咽痛发生

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三组低血压、心动过缓、心
动过速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４）。 三组无一

例发生高血压、声音嘶哑、肌肉疼痛。

表 ３　 三组患者插管时间和插管质量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插管时间

（ｓ）
气管插管质量

优 ／良（例）

Ｒ１ 组 ３９ １９１ ３±１６ １ ２７ ／ １２

Ｒ２ 组 ３９ １２９ ４±２３ ９ａ ３５ ／ ４ａ

Ｒ３ 组 ３８ ７６ ４±１９ ７ａｂ ３６ ／ ２ａ

　 　 注：与 Ｒ１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与 Ｒ２ 组比较，ｂＰ＜０ ０５。

表 ４　 三组患者术中及术后不良反应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低血压
心动

过缓

心动

过速
体动 咽痛

Ｒ１ 组 ３９ ９（２３） ４（１０） ３（８） １０（２６） １２（３１）

Ｒ２ 组 ３９ ６（１５） １（３） １（３） ２（５） ａ ４（１０） ａ

Ｒ３ 组 ３８ ２（５） ０（０） １（３） １（３） ａ ３（８） ａ

　 　 注：与 Ｒ１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讨　 　 论

喉返神经损伤是甲状腺手术的严重并发症，可
表现为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发声无力甚至失声，严
重者会造成呼吸困难。 完全腔镜甲状腺手术中喉

返神经损伤的发生率为 ０ ５％ ～ ３ ０％，甲状腺癌根

治术＋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率为

５ ０％～７ ８％［１］。 完全经乳晕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

能够避免术后在颈部留下较长的切口，美容效果

好、术中出血较少、术野较清晰、术后恢复快。 由于

完全腔镜甲状腺手术具有腔镜可视下的放大作用，
术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术野周围重要的神经、血
管及甲状旁腺，能更好地避免甲状旁腺和喉返神经

的损伤［３］。 神经肌肉阻滞药可改善气管内插管条

件，便于机械通气，为外科医师创造良好的手术条

件。 然而，其在术中电生理监测中使用仍有争议，
由于神经肌肉阻滞药使用不当会导致神经信号监

测失败，影响术者的判断，进而损伤喉返神经。
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种剂量罗库溴铵下患者在

３０ ｍｉｎ 内均可监测到喉返神经监测信号，首次监测

出喉返神经 ＥＭＧ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Ｇｏｖｉｎ⁃
ｄａｒａｊａｎ 等［４］研究表明，当肌颤搐恢复到 ５％时，喉返

神经监测仪可以监测到喉返神经 ＥＭＧ；当肌颤搐恢

复到 １０％时，可以观察到稳定的 ＥＭＧ 与波幅。 本

研究结果显示，在静脉给予罗库溴铵后，肌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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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肌颤搐恢复到 １０％的时间均在 ３０ ｍｉｎ 内。 因

此，外科医师从解剖到定位喉返神经均能获得满意

的喉返神经 ＥＭＧ，并缩短术中等待时间。 从给予罗

库溴铵到首次监测到喉返神经 ＥＭＧ，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的患者 ＥＭＧ 振幅明显升高，其原因是麻醉诱

导时罗库溴铵剂量可以影响喉返神经 ＥＭＧ 大小，且
剂量越大，喉返神经 ＥＭＧ 振幅越小，这与朱倩

等［５］、吕婧等［６］ 研究结果不一致，但与刘红燕等［７］

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主要是使用罗库溴铵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的麻醉维持时间为 ３６ ｍｉｎ，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的麻醉维持时间短于 ３０ ｍｉｎ［８］，理论上认为

在麻醉诱导时使用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更加有利

于腔镜甲状腺切除手术中的喉返神经监测。 而本

研究选择对象的手术方式与朱倩等［５］、吕婧等［６］ 不

同，完全腔镜甲状腺手术虽然与传统开放甲状腺手

术时间相差不大，但由于建立手术腔隙的复杂性，
可能会造成外科医师定位喉返神经的时间较传统

开放甲状腺手术时间延后，从而造成首次监测出喉

返神经 ＥＭＧ 存在明显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罗库溴铵 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

和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气管插管时间

长、质量低。 这与陈鹏等［９］、Ｈａｎ 等［１０］ 研究结果一

致。 在气管插管过程中，使用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的患者更容易发生体动等不良事件，术后咽痛发生

率也升高，这可能是由于麻醉诱导时神经肌肉阻滞

药剂量不足造成患者颈部肌肉紧张，电刀、电凝等

手术器械的使用也可引起患者颈部肌肉的跳动。
本研究结果显示，气管插管全麻时罗库溴铵 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 和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既能保证短暂的起效时间，又
能获得良好的气管插管条件，这与罗库溴铵的药动

学和药效学性质相符。
杨春要等［１１］研究中丙泊酚 ４～６ ｍｇ·ｋｇ－１·ｈ－１

能够维持合适的麻醉深度，因此本研究麻醉维持期

间选择丙泊酚 ４～ ６ ｍｇ·ｋｇ－１·ｈ－１。 本研究结果显

示，虽然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时的患者术中低血

压、心动过缓发生率有所升高，但与其他剂量的患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采用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时，患者术后咽痛的发生率明显升高，术中需要根

据手术进程与呼吸、血流动力学指标调整丙泊酚

剂量。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仅选择

了三种剂量的罗库溴铵，未探明更高或更低剂量的

罗库溴铵对完全腔镜甲状腺手术中喉返神经监测

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手术方式仅选择了完全经乳

晕入路腔镜甲状腺切除术，结论未能扩大到其他类

型的手术方式。 最后，本研究术后仅在麻醉恢复室

对患者的咽痛等进行了随访，缺乏客观指标，同时

未对术后疼痛以及麻醉相关并发症进行长期随访。
综上所述，在完全腔镜甲状腺切除手术中，与

罗库溴铵 ０ ３０ ｍｇ ／ ｋｇ 比较，罗库溴铵 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
和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均能提供良好的气管插管条件，术后

咽痛发生率较低，且术中两种剂量均可观察到喉返

神经肌电信号和稳定的喉返神经肌电振幅；罗库溴

铵 ０ ６０ ｍｇ ／ ｋｇ 插管时间更短，更加适用于腔镜甲状

腺切除术中的喉返神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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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ＭＩＶＡＴ）． Ｇｌａｎｄ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 ９（ Ｓｕｐｐｌ
１）： Ｓ１⁃Ｓ５．

［４］ 　 Ｇｏｖｉｎｄａｒａｊａｎ Ｒ， Ｓｈａｈ Ａ， Ｒｅｄｄｙ ＶＳ，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ｒ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ｓ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 Ｊ Ｃｌｉｎ Ｍｅｄ Ｒｅｓ， ２０１５， ７（４）： ２８２⁃２８５．

［５］ 　 朱倩， 邵刘佳子， 郝小芳， 等． １ 倍 ＥＤ９５和 ２ 倍 ＥＤ９５罗库溴

铵配合全凭静脉麻醉对甲状腺手术喉返神经功能监测的比

较分析．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１８（２０）： ２２３３⁃２２３７．
［６］ 　 吕婧， 黎镇赐， 曾彦茹， 等． 不同剂量罗库溴铵诱导气管插

管对甲状腺手术喉返神经监测的影响．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

志， ２０１８， ３６（８）： １０３６⁃１０３９．
［７］ 　 刘红燕， 胡启雅， 王翠萍， 等． 不同剂量罗库溴铵对甲状腺

手术喉返神经功能监测的影响．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１５， ３１
（５）： ４４２⁃４４４．

［８］ 　 刘溪， 孙志荣， 杨舒雯， 等． 舒更葡糖钠在甲状腺癌根治术

神经监测中的应用． 中国癌症杂志， ２０１９， ２９（３）： ２１２⁃２１７．
［９］ 　 陈鹏， 梁枫， 苏振波， 等． １ 倍 ＥＤ９５罗库溴铵用于麻醉诱导

对甲状腺手术患者术中喉返神经监测的影响． 中华麻醉学杂

志， ２０１２， ３２（５）： ５２５⁃５２７．
［１０］ 　 Ｈａｎ ＹＤ， Ｌｉａｎｇ Ｆ， Ｃｈｅｎ Ｐ． Ｄｏｓ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ｏｃｕｒｏｎｉｕｍ ｏｎ ｉｎｔｒ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２０１５， ７１（１）： １４３⁃１４６．

［１１］ 　 杨春要， 孙婧， 卢锡华， 等． 丙泊酚和七氟醚麻醉维持应用

于喉返神经监测下甲状腺手术效果的比较． 临床麻醉学杂

志， ２０２１， ３７（９）： ９４５⁃９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 １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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