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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胸 * S' 椎间隙直视下硬膜外头端置管
建立上胸段硬膜外阻滞大鼠模型

马新宇!李!玄!霍!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麻醉科#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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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上胸段硬膜外阻滞的动物试验研究提供经济(稳定(可靠的模型) 方法!以大鼠为研究对

象#经胸 * S' 椎间隙#直视下向头端于硬膜外腔置入经拉撕等处理后的临床用硬膜外导管#采用椎旁肌肉缝扎导

管#皮下隧道预留缓冲长度等方法固定导管) *G 6 后大鼠硬膜外腔注入美蓝 "&&

!

N9c;#尸检鉴定模型成功和药液

的分布范围) 结果!置管 *G 6 后的成功率为 G'3Gk#硬膜外腔的感染率为 &#导管脱出几率 'k) 结论!本研究证

实了经胸 * S' 椎间隙直视下头端置管建立上胸段硬膜外阻滞大鼠模型的可行性#并具有损伤小(稳定性好(成功

率高(费用低及周期短等优点)

#关键词$!硬膜外阻滞$模型#动物$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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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 年 a775D Q+# j/0<5D +\@等就报道过

胸段硬膜外阻滞% 6/;6 765C.4/4F8/>BC.0.D.F<76F</.#

RP+O&通过降低心率和心肌应答改善心脏功能作

用 -".

) 作为一种传统的方法 RP+O应用于多数胸



腹手术和创伤病人 -%.

#并提供有效的术后镇痛 -$,*.

)

比起单纯全麻#全麻加 RP+O能减少心(肺相关的死

亡率 -',(.

) 近年来# RP+O在外科学(妇产科(急慢

性损伤(癌痛治疗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大量报道

显示它能提供良好的术中及术后镇痛#加快胃肠功

能恢复#减轻应激反应及改善术后心(肺功能) 为

探寻它的作用机制及应用#RP+O动物模型相关的

实验逐年增多#建立模型的方法各具特色#本模型

在前期试验 -). 的基础上#经 P* S' 向头端置管建立

胸段硬膜外阻滞大鼠模型#主要对导管制作和固定

方法及管理措施加以改进)

J3材料和方法

JOJ3动物选择

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 j/<7.C大鼠 %%'& S$&&&

;#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动物实验中心提

供%实验动物许可证号'JLfb%黑&%&&(,&"&&)

JOH3材料准备

剪取经拉撕并细针造孔后的外径为 &3( --的

临床用硬膜外导管%由哈医大三院麻醉科提供&约 G

4-#导管头端标记 "3' 4-置入长度#另一端留取原

管外径长度 " 4-#与临床用硬膜外导管接头连接#

消毒备用)

JOP3硬膜外导管置入与固定

大鼠腹腔注射 "&k水合氯醛 &3$ -N9"&& ;麻

醉后#俯卧位固定#将胸部用软垫稍垫起#以 P*,( 棘

突为中心备皮(消毒#纵行切开皮肤约 " S"3' 4-#

以 P% 椎体为标志#暴露 P*,' 棘突及其韧带#用眼科

剪刀锐性剪开棘上韧带(棘间韧带并暴露黄韧带#

由助手持小镊子将 P* 棘突稍向头侧上方提起#用 )

号注射器针头挑开黄韧带#因大鼠解剖差异#分离

棘突间韧带时很容易损伤附近血管#尤其是挑开黄

韧带时#术前备黄豆粒大小棉球若干#助手提起胸 *

椎体棘突良好暴露#可见白色硬膜#导管置入前头

端涂抹少量液体石蜡润滑) 导管椎旁肌肉缝扎固

定时#结扎松紧适度) 尾向牵拉皮肤测量皮下隧道

导管缓冲长度 % S$ 4-#引出皮肤处固定#松紧适

度#并确认导管未堵塞) 将已备好并处理后的硬膜

外导管直视下向头端缓慢置入硬膜外腔 "3' 4-)

导管经皮下隧道留出 % S$ 4-缓冲长度#另一端引

出背部#接微量注射泵或注射器) 逐层固定后#先

抽取 &3#k生理盐水 '&

!

N注入硬膜外导管#确认

没有堵塞后吸出管内盐水#并注入加导管容量 %平

均为 (&

!

N&的 "k里多卡因 "&&

!

N9c;#"' -/D 后

大鼠可出现上肢松软#胸腹部松弛#有的可见眼睑

下垂#苏醒后大鼠活动正常#表明无明显的脊髓或

神经损伤#可明确导管位于硬膜外腔#尸检可见导

管头端位于 P" S$#注入等量 "k亚甲蓝#其染色范

围在颈段至 P' 节段视为模型成功) 硬膜外注药前

测量出接头及导管的容量#约 (&

!

N) 因大鼠较小#

故术野小#手术操作过程中避免挤压其胸部#经常

观察大鼠呼吸#当出现呼吸不畅如痰鸣鼻塞等气道

分泌物增多时#可用干棉球擦拭鼻部#或用接 %& -N

注射器的小软管于大鼠口咽部吸引 " S% 次#呼吸通

畅后继续手术操作) 硬膜外注药期间#如出现导管

脱出#感染#堵塞及意外死亡弃之不用)

H3结果

试验终止共用大鼠 "%& 只#% 例在导管置入后

注药 $ -/D 呼吸心跳骤停#后解剖发现导管置入硬

膜下#明确为全脊髓麻醉所致$* 例在操作过程中呼

吸抑制致意外死亡$% 例在硬膜外给药后出现痉挛

抽搐后呼吸心跳骤停死亡$( 例导管脱出$$ 例导管

堵塞$"&$ 只成功#成功率 G'3Gk#硬膜外腔感染率

为 &#导管脱出率 'k)

P3讨论

上胸段硬膜外阻滞可能的作用机制是通过阻

滞相应节段躯体神经和交感神经传入和传出纤维

的兴奋传导#产生阻滞区域感觉(运动神经麻痹和

交感神经功能障碍) 近年来#应用动物试验建立硬

膜外阻滞模型逐渐丰富起来#并且成功与否直接影

响与其相关的实验研究#细致的操作充分的准备是

关键) 其中猪#狗#家兔等费用较高#可能造成资源

浪费#或因某些特殊研究需较大样本量而局限) 大

鼠模型操作简便#经济实惠) 目前大鼠胸段硬膜外

置管的方法有' P(,)

-G.

#N$,*

-#. 头端置管(寰枕关

节 -"&. 及寰枢关节尾端置管 -"". 等) P(,) 方法在实际

操作中暴露硬膜困难#置管后导管固定不牢靠#易

脱出#导管置入深度较长约 $ 4-#硬膜损伤几率增

加) N$,* 置管到 P( 椎体距离长#损伤脊髓及神经

或置入蛛网膜下腔的几率大大增加#后两种方法可

因大鼠解剖差异而使得阻滞范围偏向胸中段或下

段) 活体大鼠在硬膜外持续治疗期间#硬膜外导管

稳定性是持续硬膜外模型的另一关键#本模型采用

硬膜外导管置入点肌肉和皮肤的双重固定#皮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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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缓冲长度#以及单笼饲养等方法基本保证治疗期

间的导管稳定性#适量抗生素及无菌操作技术的应

用确保了治疗期间的低感染率) 通过活体硬膜外

腔注入 "&&

!

N9c;美蓝#尸检染色范围在颈段至 P'

节段之间表明硬膜外剂量与阻滞范围)

本试验通过胸 * S' 间隙头端置管并特殊导管

固定方法建立大鼠的胸段硬膜外阻滞模型证实了

此模型的可行性#并具有损伤小#稳定性好#成功率

高#费用低(周期短等优点) 同时也显示了模型大

鼠的术后管理措施及试验治疗的可行性#对于从事

RP+O动物实验工作者有借鉴意义#使 RP+O的作

用机制及对各系统疾病作用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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