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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探究喉罩全麻通气应用在妇产科临床麻醉的安全性 
崔勇智  任明华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21000） 

摘要：目的：本次课题主要针对妇产科病人在临床治疗操作期间，选择喉罩全麻通气辅助治疗操作，对麻醉安全性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方法：以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2021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进入我院妇产科进行疾病治疗的病人作为样本进行对比性分析，通过分组讨论之
后提供两种不同的麻醉辅助治疗方案，并且针对两组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概率和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从血流动力
学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在治疗之前两种病人的各项指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在使用不同的辅助治疗方案之后，研究组病人的各项
指标变化的情况比较明显。从并发症发生概率进行分析，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概率是 23.3%，研究组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概率是 3.3%。结论：
为妇产科病人开展临床手术治疗操作时优先选择喉罩全麻通气治疗，操作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而且能够提高整体的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临床
使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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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腹腔镜或者一些复杂性比较高的妇产科手术时，医疗工作

者需要综合考虑病人的临床症状以及病情，选择合适的辅助治疗方
案，大部分创伤性的手术治疗都需要以麻醉治疗操作作为主要的辅助
治疗工作。如果仅仅使用静脉麻醉的辅助治疗方案很难达到预期的效
果，也有可能降低疾病的治疗效率，所以医疗工作者可以根据具体的
病情进行人工辅助通气的麻醉治疗。喉罩治疗是一种类人工气道的麻
醉辅助治疗方案使用的工具属于硅胶材料，在放置的过程当中可以使
用盲探法与传统的麻醉辅助治疗方案相比能更符合病人治疗的需求。
本次课题主要针对进入我院进行临床手术治疗操作的妇产科病人使
用该麻醉方案，对治疗效果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课题研究的时间区间在 2021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以随

机选取的方法选取该时间段内进入我院妇产科进行疾病治疗的病人
作为研究样本，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个体研究的过程使用对比分析的方
法，所以所有的样本都需要按照病人家属以及病人自身的意愿分成常
规组以及研究组每组病人的人数有 30 人。从病人的基本资料进行分
析，他们的年龄范围在 26 岁到 55 岁之间。通过询问病人和病人家属
可了解到所有的病人并不存在全麻禁忌症的情况。 

1.2 方法 
在于本次研究的两种病人在进入到我院开展临床疾病治疗操作

之前，医疗工作者均对其进行了静脉通路的建立，并且根据病人的病
情进行前期的术前护理干预操作。根据病人的病情均确定，必须要进
行全身麻醉治疗，操作才可以完成手术治疗。其中常规组的病人选择
气管内插管麻醉治疗操作研究者的病人则是选择喉罩全麻通气麻醉
治疗操作。所有的病人在进一步到手术室进行手术治疗操作之前，医
疗工作者需要按照常规的规定进行心电监护，以及开放上肢静脉。除
此之外还需要使用丙泊酚、酚酞尼、咪达唑仑等药物，对病人进行麻
醉诱导。在病人的意识逐渐消失，并且进入到入睡的状态之后，再进
行后续的针对性辅助麻醉治疗。麻醉治疗的过程需要使用静脉滴注酚
酞尼以及丙泊酚的方法进行麻醉状态的维持。在手术治疗停止之前的
10 分钟停止使用顺阿曲库胺药物，在手术结束时停止使用丙泊酚药
物。需要等到两种病人的意识逐渐清醒，以及肌力恢复之后才能撤掉
通气。 

1.3 观察指标 
本次课题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需要针对两组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情

况以及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 SS22.0 进行一系列的数据分析。 
2、结果 
首先，从两组病人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进行

通气治疗之后，两组病人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心率等多项指
标的变化幅度比较明显，但是研究者病人经过通气之后，以上指标的
稳定性相对较高。其次，从两种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概率进行分析，可
以了解到常规组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概率达到 23.3%，研究组病人的

并发症发生概率是 3.3%，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两组病人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组别 声音嘶哑 咽痛 呛咳 总发生率 
常规组 3 3 1 23.3%. 
研究组 0 0 1 3.3%. 

P    <0.05 
3、讨论 
在最近这几年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各种类型疾病

的手术治疗效果也在不断的优化和提升，很多手术治疗的过程都需要
以麻醉辅助治疗作为基础。大部分侵入性的手术治疗操作配合麻醉治
疗的过程可以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但是在选择麻醉辅助治疗方案
时，医疗工作者需要根据病人的实际病情以及病人的意愿进行合理的
选择。口罩全麻通气治疗方案是一种非入侵性的辅助，治疗操作只需
要将口罩置于病人的口鼻部就可以达到相应的麻醉治疗效果，而且此
项过程并不会对病人的气管黏膜以及咽喉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也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病人的心理反应和心血管的反应。与其他类型的治
疗方案相比，喉罩通气治疗方案要求麻醉师和相关的护理人员掌握相
应的操作技能以及专业知识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完成操作，而且它可
以确保病人在手术治疗期间呼吸道处于畅通的状态，也维持了术中的
血氧饱和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喉罩全麻通系治疗方案之前，
医疗工作者需要对相关的工具以及设备进行仔细的检查，确保每一个
连接部位的牢固性，在完成所有的检查之后再进行套囊充气，此项操
作可以有效的避免漏气的现象。在完成以上操作之后，护理人员还需
要针对口罩的放置位置进行合理的调整，避免辅助麻醉治疗的过程，
会对病人的身体机能造成比较大的刺激性。在本次研究当中，研究组
病人选择口罩全麻通气治疗方案，常规组病人则是选择传统的气管内
插管通气治疗方案。通过对两组病人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概率，
血流动力学指标等多项内容进行对比以及分析，可以发现选择口罩全
麻通气治疗方案的病人，各项指标都占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可
以认为，在对妇产科的病人进行手术治疗操作时，医疗工作者可以优
先选择口罩全麻通气治疗的临床麻醉治疗方案，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
病人血液流动，血指标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体的使用价值比较高，不
仅安全可靠，也可以降低病人的并发症发生概率在后期的临床治疗工
作当中可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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