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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氯胺酮和异丙酚对藏犬复合麻醉的效果。[ 方法] 选用西宁市某藏犬繁殖基地8 只8～12 kg 藏犬 ,观察了氯胺酮和异
丙酚对藏犬复合麻醉的效果。[ 结果] 以0 .05 ml/ kg 速眠新肌肉注射诱导麻醉后 , 再以20 mg/ kg 异丙酚+ 10 mg/ kg 氯胺酮加入到5 % 葡
萄糖溶液200 ml 进行静脉滴注维持麻醉 ,可以产生3 h 以上的理想麻醉效果。[ 结论] 应用氯胺酮和异丙酚对藏犬具有较好的复合麻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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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Composite Anaesthesia Effects of Ketamine and Propofol to Tibetan Dogs
LI Gui-lan  ( Zongzhai Veteri nary Station of Huangzhong county in Qinghai Province , Huangzhong , Qinghai 811602)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discuss the composite anaesthesia effects of ketamine and propofol to tibetan dogs . [ Method] Composite
anaesthesia effect of ketami ne and propofol was observed in8 Tibetan dogs with8 ～12 kg weight in breeding base of Xining City . [ Result] After Sumianx-
in was beenfast to inject induced anesthesia by 0 .05 ml/ kg , ketamines by 20 mg/ kg and propofol by 10 mg/ kg was joined to 5 % glucose solution 200 ml
that was mainlined to maintenance anaesthesia . It might produce above 3 h ideal anaesthesia effect . [ Conclusion] Ketamine and propofol had the good
composite anaesthesia effect to the Ti bet d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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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丙酚是一种新型、短效的静脉全麻药, 商品名为得普

利麻, 又名力蒙欣, 属于烷基酚类药物, 化学结构为2 ,6- 二异

丙基苯酚[ 1] 。研究表明, 异丙酚通过增强中枢神经系统γ- 氨

基丁酸( GABA) 所介导的抑制性突触后电位而产生全麻作

用[ 2] 。其特点是起效快, 维持期平稳, 苏醒迅速 , 可控性强 ,

恢复完全, 不良反应少等, 长时间连续静脉滴注后体内无明

显蓄积, 所以临床上除广泛用于麻醉诱导外, 也作为复合镇

痛药用于麻醉维持[ 3] 。

氯胺酮是一种新型镇痛性麻醉药, 其脂溶性高, 比硫喷

妥钠高5～10 倍, 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能快速产生作用, 但

维持时间短暂[ 4] 。人医临床使用氯胺酮麻醉 , 病人在术中和

苏醒期还常有精神异常兴奋现象, 如谵妄、幻觉、恶梦等, 还

有对循环的影响, 如血压升高, 心率增快, 静脉注射时表现更

为明显[ 3] 。但国内兽医临床较少应用氯胺酮静脉滴注 , 而与

异丙酚复合应用在犬特别是藏犬上的报道更少。为此 , 笔者

采用氯胺酮和异丙酚复合麻醉观察了其对藏犬的麻醉效果 ,

旨在为临床藏犬麻醉维持较长时间、安全有效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试验动物。试验藏犬8 只, 由青海省西宁市某藏犬繁

育基地提供 , 年龄1 ～2 岁, 雌雄兼用, 体重8 ～12 kg , 均为临

床健康。在同一条件下饲养1 周后进行麻醉试验。

1 .1.2 药品。速眠新( 规格1 .5 ml/ 支,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

兽医研究所生产, 批号: 007006) ; 异丙酚( 规格20 mg/ 2 ml , 西

安力邦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060503) ; 盐酸氯胺酮注射液( 规

格100 mg/ 2 ml ,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

07022820) ;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规格0 .5 mg/ ml , 天津药业集

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0703251) 。

1 .2 方法

1 .2.1 给药方法。试验犬静脉滴注麻醉前, 皮下注射剂量

为0 .05 mg/ kg 的硫酸阿托品,5 ～10 min 后肌肉注射剂量为

0 .05 ml/ kg 的速眠新进行麻醉前用药。待犬头颈下垂、四肢

无力、丧失抵抗后 , 应用氯胺酮 - 异丙酚复合麻醉试验, 剂量

分别为氯胺酮10 mg/ kg 和异丙酚20 mg/ kg , 同时加入到5 %

葡萄糖溶液200 ml 中静脉滴注。

1 .2.2 观察项目。静脉给药后, 每隔一定时间记录犬的体

温、呼吸、心率及反射情况 , 并观察其镇静、镇痛和肌松效果。

试验持续230 min。

1 .2.3 判断标准。参照刘焕奇等判断标准[ 5] , 从反射情况、

镇静、镇痛和肌松效果等制定判定评分标准。

反射情况 : 用手轻触眼睑、角膜, 观察其眨眼表现; 针刺

肛门, 观察其收缩反应。

镇静效果 : 敲打不锈钢制品 , 若对声响刺激无反应, 计3

分; 耳动、睁眼, 计2 分 ; 耳动、睁眼、肢体瞬间抽动 , 计1 分; 有

抬头挣扎表现, 计0 分。

镇痛效果: 针刺体表皮肤, 钳夹口唇、鼻、耳、爪、尾等部

位, 若痛觉完全消失, 计3 分; 痛觉迟钝 , 计2 分; 痛觉明显, 计

1 分; 痛觉与麻醉前相同, 计0 分。

肌松效果: 牵拉腹肌、咬肌、舌和尾部 , 若无收缩, 计 3

分; 收缩轻微或略有阻力, 计2 分; 收缩明显或有明显阻力 ,

计1 分; 牵拉时犬回头观看, 并自由摆尾, 计0 分。

2  结果与分析

2 .1  麻醉效果  由表1 可知, 氯胺酮 - 异丙酚给药后15 ～

180 min , 藏犬各项计分和达到9 .0 分, 表明其麻醉效果较好 ,

180 min 后各项计分和逐渐下降, 表明进入恢复期。

2 .2 复合麻醉对生理指标的影响  由表2 可知, 与麻醉前

比较, 藏犬的体温均于静脉滴注给药60～75 min 显著下降( P

< 0 .05) , 105 min 后极显著下降( P < 0 .01) ; 心率则在麻醉15

min 后逐渐减慢, 但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麻醉60 ～150 min

呼吸减慢 , 减少, 但差异不显著( P > 0 .05) 。停止给药后 , 藏

犬苏醒迅速 , 平均苏醒时间约为20 min , 苏醒过程未出现不

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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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藏犬静滴氯胺酮与异丙酚复合麻醉表现

Table 1 The combined anesthesia perfor mance of ketamineand propofol in dogs

麻醉时间∥min

Anaesthesiati me

镇静效果

Cal meffect

镇痛效果

Analgesic

effect

肌松效果

Muscle relaxation

effect

合计

Total

麻醉前 0 0 0 0

Before anesthesia

15 3 .0 3 .0 3 .0 9.0

30 3 .0 3 .0 3 .0 9.0

45 3 .0 3 .0 3 .0 9.0

60 3 .0 3 .0 3 .0 9.0

75 3 .0 3 .0 3 .0 9.0

90 3 .0 3 .0 3 .0 9.0

105 3 .0 3 .0 3 .0 9.0

120 3 .0 3 .0 3 .0 9.0

135 3 .0 3 .0 3 .0 9.0

150 3 .0 3 .0 3 .0 9.0

165 3 .0 3 .0 3 .0 9.0

180 3 .0 3 .0 3 .0 9.0

195 2 .0 2 .0 2 .0 6.0

210 1 .3 1 .3 1 .7 4.3

230 1 .0 1 .0 1 .3 3.3

 注 : 表中数据均为平均值。

 Note :Data in the table are the mean value .

表2 藏犬在麻醉状态下生理指标变化

Table 2Physiological indies changein narcotic dogs

麻醉时间∥min

Anaesthesiati me

体温∥℃

Bodytemperature

心率∥次/ mi n

Cardiac rate

呼吸数∥次/ min

Respiratoryrate
麻醉前  38 .8±0 .12  95 .4±11 .02  14 .7±2 .04

Before anesthesia

15 38 .7±0 .12 93 .7±11 .02 10 .4±2 .04

30 38 .5±0 .16 85 .7±11 .02 11 .1±1 .22

45 38 .3±0 .12 82 .6±8 .98 12 .8±2 .04

60 38 .0±0 .04 * 90 .4±11 .43 12 .4±2 .45

75 37 .7±0 .04 * 84 .1±11 .84 12 .1±2 .04

90 37 .6±0 .04 * * 83 .3±13 .06 11 .7±2 .04

105 37 .5±0 .12 * * 82 .4±11 .43 11 .2±2 .45

120 37 .3±0 .16 * * 81 .2±11 .02 10 .3±1 .63

135 37 .2±0 .20 * * 81 .6±11 .43 9 .7±1 .22

150 37 .0±0 .08 * * 79 .1±10 .61 9 .8±0 .82

165 36 .9±0 .20 * * 79 .3±11 .02 10 .2±1 .22

180 36 .8±0 .20 * * 79 .8±12 .66 10 .7±1 .22

195 36 .8±0 .24 * * 81 .5±8 .57 11 .7±0 .41

210 36 .9±0 .24 * * 84 .4±9 .80 11 .2±0 .82

230 37 .0±0 .29 * * 87 .6±10 .21 14 .2±1 .22

 注 : * 表示与麻醉前正常生理指标比较差异显著 ; * * 表示与麻醉前

正常生理指标比较差异极显著。

 Note : * and * * indicate significant an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nor mal physiological indice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anesthesia .

3  结论与讨论

(1) 该试验首先肌肉注射小剂量速眠新进行镇静, 这有

利于动物保定和术部无菌准备, 也可以减少静脉滴注麻醉用

药量。在静脉滴注麻醉中, 需要根据动物的麻醉深度适时调

节滴速, 从而获得理想的麻醉深度。当发现动物麻醉深度不

够而需要加快滴速时, 应短暂快速滴注后, 立即减慢以确保

安全。

(2) 近年来 , 国内人医临床使用异丙酚 - 氯胺酮复合静

脉麻醉的报道很多, 主要探索异丙酚和氯胺酮的配比剂量 ,

认为异丙酚和氯胺酮最佳配比为 4∶1[ 6] 、2∶1[ 7] 、1∶1[ 3] 或

1∶2[ 8] , 反映出研究者各自不同的结果和观点, 但公认的观点

为2 种药合用在临床麻醉中起到了扬长避短的作用。该试

验使用速眠新进行麻醉前用药后, 采用20 mg/ kg 异丙酚和10

mg/ kg 氯胺酮的剂量, 即将2 种药以2∶1 的配比, 加入到5 %

葡萄糖溶液200 ml 中作滴注维持麻醉, 表现出良好的镇静、

镇痛和肌松效果。在给药15 ～180 min 时上述3 项表现计分

和均为9 .0 分, 没有肌肉张力增加现象。试验藏犬体温下降

幅度稍大, 心率和呼吸有所减慢, 但变化平缓。在滴注给药

150 min 时心率减慢17 % , 呼吸数减慢36 % 。这与异丙酚对

循环、呼吸的抑制作用有关 , 通过拮抗氯胺酮对循环系统的

兴奋作用使动物的血液动力学保持平稳; 而对呼吸的抑制作

用使呼吸减慢, 表明氯胺酮、异丙酚在镇静、催眠作用间有协

同效应, 而对呼吸抑制作用有相加效应 , 对循环系统则有拮

抗效应 , 使持续静脉滴注过程中的血流动力学更平稳[ 9 - 10] 。

停止给药后, 试验犬很快平稳苏醒, 各项生理指标及精神、食

欲恢复迅速。根据该试验结果, 氯胺酮和异丙酚对藏犬复合

麻醉效果切实可靠, 无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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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血清羟脯氨酸与血清钙磷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关系, 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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