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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和评估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对全麻喉罩通气患儿术后口咽部并发症的

影响。 方法　 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７—９ 月全麻下使用喉罩通气的患儿 １１７ 例，男 ８１ 例，女 ３６ 例，年龄 ６～１２
岁，ＢＭＩ １０～３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 Ⅰ或Ⅱ级，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 Ⅰ—Ⅲ级。 将患儿随机分为三组：石蜡油组（Ａ 组，ｎ
＝ ３９）、复方利多卡因乳膏组（Ｂ 组，ｎ＝ ４０）和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组（Ｃ 组，ｎ＝ ３８）。 Ａ 组、Ｂ 组和 Ｃ
组分别将石蜡油、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和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均匀涂抹于喉罩罩头正反面。 记录喉

罩拔除后 １、６、２４、４８ ｈ 咽喉痛评分和声音嘶哑评分。 记录喉罩拔除即刻、喉罩拔除后 １、６、２４、４８ ｈ 口

腔黏膜炎评分。 记录喉罩拔除即刻呛咳、喉痉挛、躁动、恶心呕吐以及苏醒期舌麻、保护性咽反射受

限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与 Ａ 组比较，喉罩拔除后 １、６ ｈ，Ｂ 组和 Ｃ 组术后咽喉痛等级发生率

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喉罩拔除后 １ ｈ，Ｂ 组和 Ｃ 组声音嘶哑等级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喉罩拔除

即刻、喉罩拔除后 １、６ ｈ，Ｃ 组口咽黏膜炎等级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喉罩拔除即刻 Ｂ 组和 Ｃ 组

呛咳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三组苏醒期舌麻、保护性咽反射受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可降低术后咽喉痛、声音嘶哑和口咽黏膜炎等级发生率，
减少喉罩拔除时的不良反应，且苏醒期舌麻、保护性咽反射受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升高。

【关键词】 　 喉罩；儿童；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术后咽喉痛；声音嘶哑；口咽黏膜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ｇｅｌ ｏ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ｘ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
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ｄｏｎｇ，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Ｈ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ＦＥＩ
Ｊｉ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０２２，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Ｅｍａｉｌ： ｔｉｎｔｉｎ０２１１＠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ｇｅｌ ｏ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ｘ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１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８１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３６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ｇｅｄ ６－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ＢＭＩ １０－３０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Ⅰ ｏｒ Ⅱ， 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 ｇｒａｄｅ Ⅰ－Ⅲ．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ｏ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Ａ， ｎ ＝ ３９），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ｃｒｅａｍ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Ｂ， ｎ ＝ ４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ｇ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Ｃ， ｎ ＝ ３８）．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Ｂ ａｎｄ Ｃ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ｉ⁃
ｄｏｃａｉｎｅ ｃ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ｇ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ｈｅａｄ ｅ⁃
ｖｅｎｌ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ａｎｄ ｈｏａｒｓｅｎｅｓｓ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１， ６， ２４， ａｎｄ ４８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
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１， ６， ２４， ａｎｄ ４８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ｕｇ⁃
ｈｉｎｇ， 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ｐａｓｍ，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ｎａｕｓ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ｗｅｒｅ ｒｅ⁃
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ｎｇｕｅ ｎｕｍｂ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ｇａｇ ｒｅｆｌ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Ａ，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ｐａｉｎ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Ｂ ａｎｄ Ｃ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１ ａｎｄ ６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ａｒｓｅｎｅｓｓ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Ｂ ａｎｄ Ｃ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１ ｈｏｕｒ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
ｅ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ａｔ １ ａｎｄ ６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Ｂ ａｎｄ Ｃ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ｒｅ⁃
ｍｏｖａｌ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ｎｇｕｅ

·６０８·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第 ３８ 卷第 ８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２，Ｖｏｌ．３８，Ｎｏ．８

地质制版　 ＼ＤＺ０９ ＼Ｄ ＼ＬＹＸ ＼麻醉 ＼ＭＺ２２０７　 ４ 校样　 排版：李韵馨　 时间　 ２０２２ ／ ９ ／ １５



ｎｕｍｂ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ｅｘ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ｇｅｌ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ｈｏａｒｓ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ｉ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ｎｇｕｅ ｎｕｍｂ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ｅｘ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ｇｅ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Ｈｏａｒｓｅｎｅｓｓ；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

　 　 喉罩作为声门上通气装置之一，具有操作简

便、刺激性小，血流动力学稳定等特点［１－２］，还可以

降低患儿围术期呼吸道并发症的发生率，并已广泛

应用于患儿全身麻醉［３］。 喉罩最常见的并发症主

要是置入和留置时引起的口腔黏膜损伤、咽喉痛、
吞咽困难等［４－５］。 因此，在喉罩应用管理中，主要使

用药物润滑喉罩的方法，以减少喉罩置入导致的黏

膜损伤［６］，或者使用利多卡因等药膏，起到润滑和

表面麻醉作用，减轻喉罩对咽喉部刺激以减少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６－７］。 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具有表

面麻醉、镇痛、抗炎，润滑等作用，主要用于口腔炎

性疼痛的治疗［８］，本研究观察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

胶对喉罩通气患儿术后口咽部并发症的影响，为临

床应用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ＳＤＦＥ－ＩＲＢ ／ Ｔ－２０２２０２３），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７—９ 月山东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择期行喉罩全麻患

儿，性别不限，年龄 ６ ～ １２ 岁，ＢＭＩ １０ ～ ３０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Ⅰ或Ⅱ级，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 Ⅰ—Ⅲ级。 排除标准：利
多卡因或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等药物过敏史，近
２ 周内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或气道高反应性相关疾

病史，合并重要脏器功能不全及精神系统疾病史。
剔除标准：手术时间＞９０ ｍｉｎ。

分组与处理　 将患儿随机分为三组：石蜡油组

（Ａ 组）、复方利多卡因乳膏组（Ｂ 组）和复方甘菊利

多卡因凝胶组（Ｃ 组）。 喉罩置入前，Ａ 组、Ｂ 组和 Ｃ
组分别将石蜡油（２０１９２１４０７２０）、复方利多卡因乳

膏 （ Ｈ２００６３４６６ ） 和 复 方 甘 菊 利 多 卡 因 凝 胶

（Ｈ２０１１００５５）均匀涂抹喉罩罩头正反面，然后分别

置入喉罩。
麻醉方法　 所有患儿禁食、禁饮 ６ ｈ，入手术室

后常规监测 ＥＣＧ、ＢＰ 和 ＳｐＯ２。 麻醉诱导：静注舒芬

太尼 ０ ２ μｇ ／ ｋｇ、依托咪酯 ０ ３ ｍｇ ／ ｋｇ、罗库溴铵 ０ ６
ｍｇ ／ ｋｇ，面罩给氧去氮 ２ ｍｉｎ 后置入一次性加强喉

罩，根据患儿体重选择不同型号的喉罩，喉罩成功

置入后，调整位置，固定后机械通气。 机械通气参

数：ＶＴ ８ ｍｌ ／ ｋｇ，ＲＲ ２０ ～ ２５ 次 ／分，ＦｉＯ２ ５０％，Ｉ ∶ Ｅ
１ ∶ １ ５，调整 ＲＲ 维持 ＰＥＴＣＯ２ ３０ ～ ４０ ｍｍＨｇ。 麻醉

维持：持续吸入 ２％七氟醚，静脉泵入瑞芬太尼 ０ ５
μ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术毕停止泵入瑞芬太尼，患儿在

吸入 ２％七氟醚条件下恢复自主呼吸后拔除喉罩，
送至术后苏醒室继续观察，患儿完全清醒即 Ａｌｄｒｅｔｅ
评分达 １０ 分送回病房。

观察指标　 记录不同喉罩型号使用例数、喉罩

成功置入次数、喉罩成功置入时间、气囊体积、喉罩

留置时间（即喉罩成功置入至喉罩拔除所用时间）。
记录喉罩拔除后 １、６、２４、４８ ｈ 咽喉痛评分。 采用

ＶＡＳ 疼痛评分：０ 分，无痛；１ ～ ３ 分，轻度疼痛；４ ～ ６
分，中度疼痛；７ ～ １０ 分，重度疼痛）和声音嘶哑严重

程度等级［４］（无，无声音嘶哑；轻度，轻度声音嘶哑；
中度，中度声音嘶哑；重度，即由于声音嘶哑而无法

说话）。 记录喉罩拔除即刻、喉罩拔除后 １、６、２４、４８
ｈ 口腔黏膜炎评分［５］。 喉罩拔除即刻采用“电子可

视喉镜”直接观察，喉罩拔除后不同时点采用“口咽

检查法”观察（无，咽部黏膜无变化；轻度，局部性红

斑，无疼痛；中度，无疼痛的普遍性红斑，轻度疼痛

的局部红斑或溃疡；亚重度，多发性溃疡或普遍性

红斑，伴中度疼痛；重度，伴有中度至重度疼痛的普

遍性红斑或溃疡）。 记录喉罩拔除即刻呛咳、喉痉

挛、躁动、恶心呕吐以及苏醒期舌麻、保护性咽反射

受限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统计分析 　 预试验中喉罩拔除即刻使用石蜡

油、复方利多卡因乳膏和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的

患者口咽黏膜炎发生率分别为 ６６％、５８％、２５％，采
用 ＳｔａｔＢｏｘ 在线统计工具进行样本量估算，按照

１ ∶ １ ∶ １分配，设 α ＝ ０ ０５， １ － β ＝ ０ ８，脱落率为

２０％，每组所需样本量为 ４０ 例。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表示，二分类

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校正法校

正。 Ｐ＜０ 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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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本研究初始纳入患儿 １２０ 例，剔除手术时间长

于 ９０ ｍｉｎ ３ 例，最终纳入患儿 １１７ 例，Ａ 组 ３９ 例，Ｂ
组 ４０ 例，Ｃ 组 ３８ 例。 三组患儿性别、年龄、ＢＭＩ、
ＡＳＡ 分级、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 分级、喉罩型号、喉罩成功置

入次数、喉罩成功置入时间、气囊体积、喉罩留置时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表 １　 三组患儿一般情况和喉罩置入情况的比较

指标
Ａ 组

（ｎ＝ ３９）
Ｂ 组

（ｎ＝ ４０）
Ｃ 组

（ｎ＝ ３８）

男 ／ 女（例） ２８ ／ １１ ２５ ／ １５ ２８ ／ １０

年龄（岁） ８ ９±２ ２ ７ ９±２ ０ ８ ７±２ 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１８ ２±４ ０ １７ ３±４ ０ １７ ８±３ ９

ＡＳＡ Ⅰ ／Ⅱ级（例） ３６ ／ ３ ３９ ／ １ ３７ ／ １

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 Ⅰ ／ Ⅱ ／ Ⅲ级（例） ３５ ／ ３ ／ １ ３８ ／ ２ ／ ０ ３２ ／ ６ ／ ０

喉罩型号 ２ ／ ２ ５ ／ ３ ／ ４ 号（例） ２ ／ １５ ／ ２０ ／ ２ ３ ／ ２６ ／ ９ ／ ２ ２ ／ １５ ／ １９ ／ ２

喉罩成功置入 １ ／ ２ 次（例） ３９ ／ ０ ３８ ／ ２ ３５ ／ ３

喉罩成功置入时间（ｓ） １０ ２±３ １ ９ ３±３ ６ １０ ６±４ ６

气囊体积（ｍｌ） ８ ５±３ ４ ７ ８±２ ８ ８ ５±２ ９

喉罩留置时间（ｍｉｎ） ６４ ８±１３ ６ ６２ ３±１４ ３ ６２ ７±１４ ２

　 　 与 Ａ 组比较，喉罩拔除后 １、６ ｈ，Ｂ 组和 Ｃ 组咽

喉痛等级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表 ２）。

表 ２　 三组患者喉罩拔除后不同时点咽喉痛等级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１ ｈ ６ ｈ ２４ ｈ ４８ ｈ

无 ／ 轻度 ／
中度 ／ 重度

无 ／ 轻度 ／
中度 ／ 重度

无 ／ 轻度 ／
中度 ／ 重度

无 ／ 轻度 ／
中度 ／ 重度

Ａ 组 ３９ ２２ ／ １６ ／ １ ／ ０ ３２ ／ ７ ／ ０ ／ ０ ３７ ／ ２ ／ ０ ／ ０ ３９ ／ ０ ／ ０ ／ ０

Ｂ 组 ４０ ３８ ／ ２ ／ ０ ／ ０ａ ４０ ／ ０ ／ ０ ／ ０ａ ４０ ／ ０ ／ ０ ／ ０ ４０ ／ ０ ／ ０ ／ ０

Ｃ 组 ３８ ３８ ／ ０ ／ ０ ／ ０ａ ３８ ／ ０ ／ ０ ／ ０ａ ３８ ／ ０ ／ ０ ／ ０ ３８ ／ ０ ／ ０ ／ ０

　 　 注：与 Ａ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喉罩拔除后 １ ｈ Ａ 组、Ｂ 组和 Ｃ 组发生轻度声

音嘶哑的分别有 ７ 例（１８％）、０ 例和 １ 例（３％）。 与

Ａ 组比较，Ｂ 组和 Ｃ 组声音嘶哑等级发生率明显降

低（Ｐ＜０ ０５）。 喉罩拔除后 ６、２４、４８ ｈ，三组患儿无

一例发生声音嘶哑。
与 Ａ 组比较，喉罩拔除即刻、拔除后 １、６ ｈ Ｃ 组

口咽黏膜炎等级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表 ３）。
与 Ａ 组比较，喉罩拔除即刻 Ｂ 组和 Ｃ 组呛咳发

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喉罩拔除即刻三组躁动

和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４）。 喉

罩拔除即刻三组无一例发生喉痉挛。 Ｂ 组发生苏醒

期舌麻 １ 例（２％），Ｃ 组发生保护性咽反射受限 １ 例

（３％），三组苏醒期舌麻、保护性咽反射受限等不良

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讨　 　 论

在患儿全麻通气中， 喉罩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９］，但是喉罩的置入与拔除会引起相关不良反

应，尤其是口咽及气道黏膜损伤的相关并发症，如
术后咽喉痛、黏膜损伤、咳嗽、声音嘶哑等［１０］，也会

引起其他并发症，如呛咳、躁动、恶心呕吐等。 本研

究结果显示，喉罩用于患儿全麻手术中，使用复方

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可使患儿术后咽喉痛、口腔黏

膜炎评分明显降低，可有效减少患儿术后声音嘶

哑、咳嗽、呛咳、躁动、恶心呕吐的发生。
喉罩置入的术后咽喉痛发生率可达 ４３ ３％［１１］。

术后咽喉痛声音嘶哑等并发症主要原因是喉罩置

入和拔除时损伤，喉罩润滑不充分也是置入失败和

发生置入损伤的危险因素［１２］。 喉罩置入时局部使

用利多卡因药物，可以明显降低喉罩相关的术后咽

喉痛和声音嘶哑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１３－１４］。 复方

甘菊利多卡因凝胶主要成分是利多卡因，具有表面

麻醉、润滑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提示喉罩拔除后 １、
６ ｈ，使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和复方利多卡因乳

膏的患者咽喉痛等级评分均明显优于使用石蜡油

的患者，提示具有润滑、局麻等作用的复方甘菊利

多卡因凝胶可有效减轻患儿喉罩通气术后的咽

喉痛。
除了喉罩置入和拔除时对咽喉部位的损伤，气

囊压迫导致的缺血性损伤，最终会引起口腔局部炎

症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喉罩拔除即刻、拔除

后 １、６ ｈ，使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的患者口腔黏

膜炎等级评分均明显低于其他两组患者，提示复方

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在降低喉罩引起的口腔黏膜损

伤发生率优于石蜡油、利多卡因乳膏等。 考虑与洋

甘菊花提取物具有抗炎、抗氧化、促愈合等作用

有关［１５－１６］。
咽喉部表面麻醉可以减少围术期患儿呼吸道

不良事件的发生［１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喉罩拔除即

刻使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和复方利多卡因乳

膏的患者呛咳发生率明显低于使用石蜡油的患者。
本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中不良反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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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三组患儿喉罩拔除后不同时点口咽黏膜炎等级评分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即刻 １ ｈ ６ ｈ ２４ ｈ ４８ ｈ
无 ／轻度 ／中度 ／
亚重度 ／重度

无 ／轻度 ／中度 ／
亚重度 ／重度

无 ／轻度 ／中度 ／
亚重度 ／重度

无 ／轻度 ／中度 ／
亚重度 ／重度

无 ／轻度 ／中度 ／
亚重度 ／重度

Ａ 组 ３９ １２ ／ １７ ／ １０ ／ ０ ／ ０ １６ ／ １５ ／ ８ ／ ０ ／ ０ ２７ ／ １２ ／ ０ ／ ０ ／ ０ ３７ ／ ２ ／ ０ ／ ０ ／ ０ ３９ ／ ０ ／ ０ ／ ０ ／ ０

Ｂ 组 ４０ １８ ／ １４ ／ ８ ／ ０ ／ ０ ２１ ／ １３ ／ ６ ／ ０ ／ ０ ２９ ／ １１ ／ ０ ／ ０ ／ ０ ３９ ／ １ ／ ０ ／ ０ ／ ０ ４０ ／ ０ ／ ０ ／ ０ ／ ０

Ｃ 组 ３８ ３２ ／ ６ ／ ０ ／ ０ ／ ０ａｂ ３４ ／ ４ ／ ０ ／ ０ ／ ０ａｂ ３８ ／ ０ ／ ０ ／ ０ ／ ０ａｂ ３８ ／ ０ ／ ０ ／ ０ ／ ０ ３８ ／ ０ ／ ０ ／ ０ ／ ０

　 　 注：与 Ａ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与 Ｂ 组比较，ｂＰ＜０ ０５

表 ４　 三组患儿喉罩拔除即刻不良反应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呛咳 躁动 恶心呕吐

Ａ 组 ３９ １８（４６） ０（０） ０（０）

Ｂ 组 ４０ ３（８） ａ ２（５） １（２）

Ｃ 组 ３８ １（３） ａ ０（０） ２（５）

　 　 注：与 Ａ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躁动、恶心呕吐、喉痉挛等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可能与样本量相对较少有关。 第二，本研究中

一些研究指标为主观指标，如舌麻咽喉痛等主要依

靠患儿自述，且由于患儿术后 １２ ｈ 都处于非清醒状

态，因此数据的采集比较困难。 未来可纳入更多的

样本量来探讨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对喉罩使用

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综上所述，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用于患儿喉

罩通气，可降低术后咽喉痛、声音嘶哑和口咽黏膜

炎等级发生率，减少喉罩拔除时的不良反应，且苏

醒期舌麻、保护性咽反射受阻等发生率无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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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Ｘｉ Ｃ， Ｓｈｉ Ｄ， Ｃｕｉ Ｘ， 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ｎｕ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６ ６６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２１， １６（２）： ｅ０２４５５２１．

［３］ 　 Ｌｉ Ｌ， Ｚｈａｎｇ Ｚ， Ｙａｏ Ｚ，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ａｉｒｗａｙｓ ｏｎ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Ｉｎｔ Ｊ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９， ６４： ４０⁃４８．

［４］ 　 谭潮， 吴浩， 王嘉华， 等． 全身麻醉下喉罩通气并发症的研

究进展． 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 ２０２１， ４２（１２）： １３２５⁃１３２９．
［５］ 　 Ｌｉｕ Ｊ， Ｘｕ Ｘ， Ｌｉ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ｇ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ｌ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２０２０， １０（２）： ｅ０３２６９１．

［６］ 　 张宁丽， 屈启才， 柴璇， 等． 比较盐酸达克罗宁胶浆及利多

卡因凝胶作为喉罩润滑剂的临床分析．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０（２）： １０２⁃１０５．

［７］ 　 Ａｌｔｉｎｓｏｙ Ｓ， Üｔｅｂｅｙ Ｇ， Ｋａｖａｋ Ａｋｅｌｍａ 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ｐ⁃
ｉｃａｌ ｃｈｌｏｒｈｅｘｉｄｉｎｅ⁃ｂｅｎｚｙｄａｍｉｎｅ ｓｐｒａｙ ｏｎ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ｅｒｖａ Ａｎｅｓｔｅｓｉｏｌ， ２０２０， ８６（３）： ２７７⁃２８５．

［８］ 　 陈铭燕， 宦泓， 梅幼敏， 等． 甘美达凝胶牙周袋内麻醉在龈

下刮治及根面平整术中的疗效观察． 南通大学学报（医学

版）， ２０２０， ４０（６）： ５７９⁃５８０．
［９］ 　 王倩钰， 邓晓明， 杨冬， 等． 喉罩通气道在小儿气道管理中

的研究进展． 医学综述， ２０１９， ２５（１２）： ２４５２⁃２４５６．
［１０］ 　 Ｐｒｉｎｃｅ Ｊ， Ｇｏｅｒｔｚｅｎ Ｃ， Ｚａｎｊｉｒ Ｍ， ｅｔ ａｌ． 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ｄ ｄｅｎｔｉｓｔｒ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ｅｓｔｈ Ｐｒｏｇ， ２０２１， ６８（４）： １９３⁃２０５．

［１１］ 　 刘海恋， 黄绍强， 耿桂启， 等． 咀嚼口香糖对喉罩全麻下宫

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咽喉痛的影响． 复旦学报 （医学版），
２０１９， ４６（３）： ３９０⁃３９３．

［１２］ 　 夏俊明， 陈恺铮， 沈霞， 等． 喉罩首次置入失败的危险因素

分析．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２， ３８（４）： ３８６⁃３８９．
［１３］ 　 Ｔａｎａｋａ Ｙ，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 Ｔ， Ｎｉｓｈｉｍｏｒｉ Ｍ， ｅｔ ａｌ．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５， （７）： ＣＤ００４０８１．

［１４］ 　 Ｂｅｌｅｔｅ Ｅ， Ｗ ／ Ｙａｈｏｎｅｓ Ｍ， Ａｗｅｋｅ Ｚ，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ｏ⁃
ｐｅｎｔ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 ｓｐｒａｙ ｖｓ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ｆｏ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ｉｋｕｒ ａｎｂｅｓｓ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ｎ Ｍｅｄ Ｓｕｒｇ （Ｌｏｎｄ）， ２０２１， ６６： １０２４３６．

［１５］ 　 Ａｓａｄｉ Ｚ， Ｇｈａｚａｎｆａｒｉ Ｔ， Ｈａｔａｍｉ Ｈ．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ｃａｒｉａ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ｌ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ｎ ＢＡＬＢ ／ ｃ ｍｉｃｅ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Ｉｒａｎ Ｊ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ｓｔｈｍａ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２０， １９（ Ｓ１）：
６３⁃７３．

［１６］ 　 Ｅｌ Ｍｉｈｙａｏｕｉ Ａ， Ｅｓｔｅｖｅｓ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Ｊ， Ｃｈａｒｆｉ Ｓ，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ｅ
（Ｍａｔｒｉｃａｒｉａ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ｌａ 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ｕｓｅ，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ｓｅｓ． Ｌｉｆｅ （ Ｂａｓｅｌ）， ２０２２，
１２（４）： ４７９．

［１７］ 　 陶敏， 刘功俭， 赵晔， 等． 咽喉部表面麻醉对围术期呼吸道

不良事件高风险患儿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
（５）： ３２７⁃３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０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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