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术中知晓——不可忽视的全麻并发症
▲ 河南省南阳市骨科医院  曹哲

偏头痛的痛苦，一般只有经历过的人才

懂。偏头痛虽然不属于很大的疾病，但只要

病情发作就“痛不欲生”。该病存在持续性、

不规律性的特点，非常影响日常生活和身心

健康。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有效缓解偏头

痛的方法。

什么是偏头痛

偏头痛是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神经性系

统疾病，主要症状是反复发作的头痛，甚至部

分患者伴随恶心呕吐等情况。所有年龄阶段的

人群都有可能出现偏头痛，中青年是该疾病发

作的高峰期。偏头痛对于女性不太友好，男女

发病比例大概在 1:3，所有人群中偏头痛的发

病概率在 5%~10%。

据资料显示，偏头痛已经成为全球较容

易致残的疾病之一。对于患者的日常工作与

学习造成很大影响，甚至可能会使患者出现

记忆功能下降、脑梗死、抑郁等。

偏头痛的病因有哪些

精神心理压力  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人们

的工作压力变大，很多人在工作中难免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从而导致大脑长期处在焦虑、

抑郁、压力过大的状态，造成偏头痛的产生。

内分泌因素  很多女性在生理期、排卵

期或口服避孕药后出现偏头痛症状，这是由

于体内激素水平出现波动造成的偏头痛。

饮食因素  日常生活中长期养成不良的

饮食习惯如经常饥饿、过饱、喝酒、咖啡或

摄入过多刺激性食物等，都可能引起偏头痛。

生活习惯  通宵熬夜导致的睡眠不足、睡眠

时间过长、低头玩手机时间过久、趴着侧躺玩

手机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偏头痛的发病率。

遗传  研究表明，六成以上的偏头痛患

者都存在一定家族史。

外部因素  生活中受到噪音影响、长时

间暴晒、吹风、天气寒冷等情况也引起偏头痛。

如何缓解偏头痛

冷敷  实践表明，冷敷能很好的缓解偏

头痛。一般可以准备好冰袋或冰块，用毛巾

包裹后敷在太阳穴或头痛位置，对于缓解感

冒发烧或酒后引发的偏头痛有一定作用。

冷敷时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护，防止出

现冻伤情况。冷敷可以配合按压穴位，如头

顶百合穴，对于缓解疼痛有一定效果。

热敷  风寒、受凉或神经性引发的偏头

痛，一般使用热敷都会有很好的缓解效果。

患者可以在偏头痛发作时将双手或双脚浸

泡在热水中（可以忍受的极限温度最好），

浸泡半个小时左右，偏头痛会有一定程度缓

解；也可以使用热毛巾或热水袋等其他物品

敷在额头，也有一定效果。

深呼吸  深呼吸可以有效缓解大脑缺氧

情况。在每次吸气时使空气充满整个腹部，

让气体慢慢上升后释放，反复做 10 次左右

会有一定效果。

如受到光线刺激出现偏头痛的患者，

一般需要避光休息。选择光线较暗、四周较

为安静的房间休息一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闭目卧床，放松身心。

用药  如针对性调整没有使偏头痛得到

缓解，就需要考虑药物治疗。任何药物都存

在一定副作用，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如在偏

头痛发作时，可以合理服用一些止痛药缓解

症状，千万不要等到痛到无法忍受时再用

药，这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如偏头痛频繁发作，每个月都会出现

两三次以上，这时就要考虑预防性用药，并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以上是关于偏头痛的基本内容，希望

每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远离被偏头痛折磨

的苦恼。

有研究显示，帕金森病（PD）发病

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而年龄≥ 65 岁人

群患有该疾病的概率达到 1.7%。

近年来 PD 呈现年轻化趋势，且男性

患有 PD 的概率大于女性。由于患有 PD 的

人在患病初期没有显著临床表现，再加上

PD 病程比较长，有的 PD 患者病程只有几

年，而有的患者病程可能长达数十年，导

致大部分 PD 患者在出现典型症状的时候

才被确诊，而此时却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

阶段。

因此，尽早了解该疾病的早期症状以

及影响因素，做好预防措施有着重要意义。

接下来，本文将会为大家介绍PD相关内容。

早期症状

肢体僵硬  在患有 PD 之后，人们身体

的柔韧性极易丧失，所以很多患者肢体会

出现僵硬状况。

在患病初期，许多PD患者在运动时，

常常感觉到肢体变得十分不灵活，同时这

种症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重，甚至

一些日常活动都难以进行，比如系鞋带、

写字以及系纽扣等。

肢体抖动  这是 PD 患者最常出现以及

最早出现的临床表现，不出现该症状的患

者较少。一般该临床表现都是从上肢开始

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展到其他

肢体部位。

即使 PD 患者处于安静的状态下仍然

容易出现此临床表现，且一直到患者活动

时才会逐渐消失。

心理存在问题  有研究显示，70% 以上

的患者认为 PD 给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带来负

担，也导致 PD 患者存在自卑、焦虑以及压

抑等心理问题。

还有 50% 以上的患者担心 PD 药物长期

服用的副作用，导致心理问题加大，部分

PD 患者在患病早期也可能伴随睡眠障碍以

及身体疲劳等临床表现。

脸部表情异常  部分 PD 患者在患病初

期的时候，面部表情会出现异常状况，不

再有笑容，且眨眼、眼球转动等活动频率

也大大降低。

影响因素

年龄  有研究发现，年龄是人们发生

PD 的最大危险因素，且 PD 的患病概率会

随年龄增长而呈指数增加。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后，机体内

的线粒体功能会逐渐下降，从而增加 PD

患病概率。

环境  有研究显示，人们周边环境与

PD 患病率存在一定相关性。原因在于周

围环境一定含有毒物质，这些物质会侵

害人们身体，进而对人们大脑神经元产

生伤害。

脑动脉硬化  该因素是人们患有 PD 的

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人们的神经系统会因

为脑动脉硬化而受到阻碍，从而加大了人

们患有 PD 的概率。

习惯  研究表明，不良饮食习惯会增

加 PD 患病概率。此外，如果人们的心理

长期存在问题其患有PD的概率都会较大。

预防措施

饮食  大家在平常饮食时应注意营养

搭配，吃的食物也应该属于易消化类型，

多食用富含高蛋白的食物，少食用易刺激

机体功能的食物。

环境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身边存

在有毒并且伤害身体的物质，比如一氧化

碳、锰、汞等。如果大家身边存在这些物

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以减小患

病概率。

锻炼  大家要重视脑动脉硬化的防治，

老年人要多注意保健措施。我们可以带着

老年家属适度参加锻炼，也可以带着他们

多做数独或魔方，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让身

心变得更加健康，还可以帮助锻炼老年人

大脑神经。

以上便是帕金森病相关知识，如果身

边的老年亲属有浑身颤抖，甚至偶尔出现

手抖的状况，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

定要及时带着他们去正规医院就诊，以此

保证 PD 患者获得较好治疗效果。

偏头痛的缓解方法
▲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医院  郭向华

一文了解帕金森病
▲ 河南省息县中心医院  张靓

“术中知晓”这个词，没接触过全麻手

术的人一定很陌生。手术患者躺在手术床上

后，听觉、触觉、痛觉等开始感知周边一切。

锋利的手术刀轻巧地划开切口，每一次切割，

结扎，穿刺，上药……患者都会清楚地感觉

到。心里在呐喊，表面上却毫无波澜，四肢

完全无法动弹，时间一分一秒都是煎熬，没

有任何人发现你的异常，只能慢慢感受着这

份鬼压床般的“濒死体验”。

术中知晓的概念

术中知晓，是指在全麻过程中发生意识

的恢复，可听见周边环境的声音，同时伴有

对疼痛的感知，但是无法控制肢体的任何运

动，如说话、睁眼、动弹等，术后往往产生

极大的心灵创伤。知晓相当于回忆，大脑皮

质功能正常的主要客观标志是健全的意识状

态，即对客观环境所发生的事情能记忆与回

忆，对施加身体的疼痛性刺激知道疼痛，并

能做出体动反应。术中知晓就是患者在术后

能回忆起术中所发生的事，并能告知有无疼

痛情况。

术中知晓的发生原因

当全身麻醉药经呼吸道吸入、静脉或肌

肉注射进入体内后，人体会产生中枢神经系

统的暂时抑制，即神志消失、遗忘、全身痛

觉消失、反射抑制和骨骼肌松弛。如果出现

术中知晓，意味着镇静遗忘作用消失，但肌

松、镇痛作用还可能存在。在这样的状况下，

患者可能存在意识，能听见周边环境的声音，

但却无法控制肢体的任何运动。

术中知晓的危害

作为一种严重的全身麻醉并发症，术中

知晓可对患者造成轻重不一的精神伤害或心

理障碍。根据个体差异，患者感觉到的痛苦

程度不一样。发生术中知晓的患者，特别是

由此而带来严重创伤体验的患者，在术后可

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创伤后应激紊乱综合征。

大多数人表现为术后整日啼哭诉痛、抑郁、

焦虑、连续噩梦，出现恐手术及恐医院症。

这些精神和心理异常会导致患者术后生活上

的严重障碍，如交际困难，失去工作，甚至

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等。

术中知晓的预防

术前，医师要充分评估患者身体状况，

制定精准的麻醉方案，并采取心理干预等方

法缓解患者紧张情绪。在浅麻醉前，可以应

用遗忘作用强的药物，如苯二氮卓类药物等。

术中，需要严格监测麻醉深度，保持应用充

分的镇静、镇痛、肌松药物，使患者达到一

定麻醉深度，最大程度避免术中知晓。术中，

可使用“独立前臂袖带”方法，短时间保留

患者前臂活动能力。当麻醉药失效时，患者

可微微活动前臂，示意医师及时发现、及时

处理。

术中知晓的应对

麻醉医师主要通过术后随访，尽可能筛

查出发生术中知晓的患者，并主动参与患者

治疗。通过早期心理干预，和患者进行有效

沟通；建立术后多模式镇痛，减轻患者术后

疼痛，帮助患者建立对疼痛的新感知；改善

患者睡眠质量，减轻患者恐惧焦虑的情绪，

一般会取得较好效果。

尽管全麻术中知晓是值得重视的医学和

社会问题，但是术中知晓的原因和机制尚不

十分清楚，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能够完全预防

术中知晓的方法。如何更好地做到术中人文

关怀，还需要医师和患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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