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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野猪的捕捉最初主要采用麻醉单剂，如琥珀胆碱、

氯胺酮等，但由于副作用大，效果差，现在很少用。为

了增强麻醉效果，降低毒副作用，人们开始对野猪进行

复合麻醉的研究。Selmi等[1]用舒泰—隆朋和舒泰—

布托啡诺两种复方麻醉野猪，结果表明两种组合都对

野猪产生较好的麻醉效果。Gabor等[2]用舒泰-隆朋复

合麻醉野猪，结果表明舒泰—隆朋复合可对野猪产生

有效的制动，并可以为短期手术提供麻醉。Smith等[3]

用美托咪啶、舒泰和氯胺酮对野猪进行麻醉，取得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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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评价YFM复方麻醉剂对野猪的麻醉效果及生理功能的影响，试验将YFM合剂以0.1 mL/kg

体重对野猪进行颈部肌肉注射实施全身麻醉，通过临床观察和麻醉监护仪监测野猪的麻醉效果和生理

功能的变化。结果显示，YFM合剂麻醉野猪的诱导期为3.05±0.22 min，麻醉期为60.20±1.72 min，苏醒

期为30.79±1.53 min，并且其对野猪的镇静、镇痛和肌松效果良好；对呼吸和循环系统影响轻微，脉搏血

氧饱和度维持在(91.30±0.40)%以上。试验证明，YFM合剂对野猪麻醉效果确实，对机体主要生理功能

影响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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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Anesthestic Effect Produced by YFM Anesthestic Preparation in Wild B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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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observe the anesthetic effect produced by YFM preparation in wild boar, YFM preparation was
injected intramuscularly in wild boars at the dose of 0.1 mL/kg body weight. The anesthetic effects were
observed by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the influences on circulatory respiratory functions were monitored by
PHILIPS MP30 moni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uctive, anesthetic and recovery periods produced by
YFM preparation were 3.05 ± 0.22 min, 60.20 ± 1.72 min and 30.79 ± 1.53 min. YFM preparation produced
satisfactory sedative, analgesic, muscle relaxing effects, and had a slight influence on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the boars. The pulse oxygen saturation (SpO2) always maintained above (91.30±0.40)% during anesthesi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YFM preparation could produce satisfactory anesthetic effects, and had little side
effects.
Key words: YFM preparation; wild boars; an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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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制动效果，但苏醒较缓慢。以上是单纯药物复合

麻醉的研究，目前尚无有关野猪复方麻醉剂的研究。

而野猪具有极强的野性，对其捕获需要一针制动，急需

研制野猪特异复方麻醉制剂。YFM合剂就是依据野

猪自身生理特点研制开发的复方麻醉剂。此试验就是

利用YFM合剂麻醉野猪并进行监测，以评价YFM合

剂对野猪的麻醉效果及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野猪 10 头（由哈尔滨利民海天野猪繁育基地提

供），6~7月龄，体重为(39.60±6.32) kg，雌雄各半。临

床检查健康，营养状况良好，同一条件下饲养3周后进

行试验。

1.2 试验仪器和药品

PHILIPS MP30 监护仪（荷兰菲利浦公司），

DATEX循环呼吸监护仪（芬兰Datex Engstrom公司），

YFM合剂（青岛农业大学外科教研室提供）。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前准备 野猪正常饲喂，自由饮水。室温在

18~25℃，称重后保定台仰卧保定，开启 PHILIPS

Intellivue MP30监护仪和DATEX循环监护仪，调到所

需模式，电极为12号金属针头，用前用酒精消毒针头。

1.3.2 野猪麻醉和监测方法 待野猪精神状态稳定后用

PHILIPS MP30监护仪和DATEX循环监护仪，监测各

项生理指标，包括体温（T）、心率(HR)、呼吸频率(RR)、

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AP)、脉搏

血氧饱和度(SpO2)和基本生命反射情况，做为麻前对

照值。再以YFM合剂 0.1 mL/kg体重颈部肌肉注射，

并开始计时，进入诱导期后，撤除保定，重新连接监护

仪，分别在注药后5、10、20、30、40、50、60 min共7个时

间点继续进行以上项目的监测，监测方法参照参考文

献[4-9]操作。

镇痛效果监测：用止血钳夹或针刺口鼻唇、耳根、

蹄、腹壁、躯干五部位判定镇痛效果，判定标准：痛觉消

失为“-”，痛觉迟钝为“+”痛觉明显为“++”，痛觉同药

前判为“+++”。

镇静效果监测：呼唤、敲打保定台面，观察麻醉期

间野猪的眨眼、耳动、肢体抽动、抬头挣扎四方面反

应。判定标准：对声音刺激无反射为“-”，反应迟钝为

“+”反应明显为“++”，反应同药前判为“+++”。

肌松效果监测：观察野猪的腹肌、咬肌、舌肌、四肢

肌肉及尾部的肌松程度，判断标准为：掐压腹壁肌无收

缩反射，牵拉上下颌、四肢、舌和尾部无阻力各计“-”；

掐压腹壁肌有轻微反射，牵拉上下颌、四肢、舌和尾部

有轻微阻力计为“+”；掐压腹壁肌反射明显，牵拉上下

颌、四肢、舌和尾部有明显阻力为“++”；腹壁肌收缩成

条索状，舌缩回，自主摆尾，牵拉四肢抵抗及开口程度

如麻醉前为“+++”。

对镇痛、镇静和肌松效果 3项指标监测评分标准

参照参考文献[4-9]操作。具体为：“-”计 3分，“+”计 2

分，“++”计 1分，“+++”计 0分。其中 3项的理想分值

分别为15、12、15分。

1.4 数据统计方法

数据X̄±SE表示。用 SPSS 13.0数据统计分析软

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麻醉监测结果

监测表明，YFM 合剂麻醉野猪的诱导期为

(3.05±0.22) min，麻醉期为(60.20±1.72) min，苏醒期为

(30.79±1.53) min，期间未发生呕吐、呼吸困难、流涎及

异常兴奋等不良反应。

2.2 基本反射活动监测结果

野猪肌肉注射YFM合剂后，在5 min时，部分野猪

的眼睑反射开始反应迟钝，在 20~40 min有短暂消失

现象；10 min后角膜和肛门反射开始反应迟钝，但在整

个麻醉监测期间始终存在。在注药后10~50 min上述

3项基本反射呈现明显的抑制状态。其中以眼睑反射

表现最为明显。到监测结束，反射基本恢复。

2.3 镇痛、镇静、肌松效果监测

注药后 5 min，针刺野猪躯干、腹壁和耳根痛觉消

失，口、鼻、唇、系部反应迟钝；对声音刺激反应迟钝，眨

眼和耳动反应迟钝或部分消失；倒地不能站立，咬肌和

舌肌开始松弛。20~40 min各部痛觉反应消失；所有的

野猪对声音无反应，均进入较佳镇静状态；舌脱出，腹

部柔软，四肢肌肉松弛，呈现良好的肌松状态。在

50 min时针刺口、唇、系部，部分野猪有痛觉反应，对声

音反射逐渐恢复。60 min时野猪痛觉反射、镇静和肌

松效应基本恢复。在撤掉监护仪(30.79±1.53) min后，

野猪均能站立行走。镇痛、镇静和肌松效果 3项指标

监测评分标准见1.3.2，量化结果见表1。

2.4 循环系统监测结果

野猪YFM合剂麻醉期间，血压变化有统计学意

义，并在 60 min以后血压随着野猪的苏醒逐渐恢复。

T的变化仅在40~50 min期间表现差异显著（P<0.05），

其它时相变化不显著（P>0.05），且麻醉期 T 始终在

（39.02±0.29）℃以上。整个监测期间野猪的HR整体

变化不显著（P>0.05）。具体结果见表2。

2.5 呼吸系统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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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醉监测期间野猪的RR基本保持稳定。野猪

麻醉后SpO2在各时相变化不显著（P>0.05），且整个麻

醉期SpO2均保持在（91.30±0.40）%以上。结果见表3。

3 讨论

3.1 麻醉分期的评价

一种麻醉药应用于临床的首要条件就是它的诱导

时间和麻醉时间适宜。试验结果证明，YFM合剂麻醉

野 猪 诱 导 时 间 为 (3.05 ± 0.22) min，麻 醉 期 为

(60.20 ± 1.72) min，苏 醒 期 为 (30.79 ± 1.53) min。

Sweitzer等[10]用舒泰和隆朋复合，对野猪的麻醉诱导时

间为(5.00±2.50) min，麻醉期为（52.00±1.80）min，完全

复苏需 120 min。Smith等 [3]用舒泰、氯胺酮和美托咪

时间

0

5

10

20

30

40

50

60

镇痛效果

0.00±0.00

10.90±0.35

14.10±0.18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3.50±0.64

5.70±0.42

镇静效果

0.00±0.00

9.90±0.31

11.60±0.22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0.20±0.76

4.50±0.22

肌松效果

0.00±0.00

12.30±0.52

14.90±0.1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3.70±0.60

6.10±0.28

表1 镇痛、镇静和肌松效果（X̄±SE, n=10）

注：镇痛、镇静和肌松3项的满意分值分别为15、12和15分。.

时间

0

5

10

20

30

40

50

60

收缩压

19.42±0.29

20.17±0.66

18.04±0.78

17.45±0.69*

16.17±0.58**

15.55±0.50**

14.99±0.65**

16.41±0.73**

舒张压

11.28±0.38

11.25±0.41

10.57±0.84

9.54±0.63

8.83±0.94*

8.08±0.86**

6.71±0.26**

8.47±0.68*

平均动脉压

13.99±0.28

14.23±0.44

13.06±0.75

12.18±0.60

11.28±0.77**

10.57±0.71**

9.47±0.31**

11.12±0.55**

体温/℃

40.03±0.22

39.87±0.27

39.89±0.34

39.72±0.31

39.40±0.32

39.21±0.29*

39.02±0.29*

39.32±0.23

心率/(心跳次数/min)

121.40±5.68

130.40±5.51

114.80±5.97

104.60±5.62

104.00±7.36

104.40±8.66

108.50±10.49

123.50±16.17

表2 循环系统监测结果（X̄±SE, n=10）

注：与0 min相比，*表示差异显著（0.01<P<0.05），**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啶复合对野猪进行麻醉，在（4.30±2.10）min时产生麻

醉效应，（7.30±2.90）min时野猪躺卧，（12.60±3.70）min

时进入麻醉期，有效麻醉时间为（75.90±15.40）min。

对比以上试验结果说明，在产生同样麻醉期的前提下，

YFM合剂的麻醉诱导时间更短，复苏更快。且YFM

合剂的主要成分是氯胺酮和咪唑安定，成本较低，便于

推广应用。

3.2 基本反射活动评价

生物反射是麻醉监测的基本生理指标，临床上通

常以眼睑反射、角膜反射、肛门反射来判定麻醉深度，

这些指标反映的中枢部位不尽相同，只用某一种指标

来判断麻醉的深度是不准确的，结合多种信息才能得

出更客观的判断。结果显示，野猪肌注 YFM 合剂

10 min后，眼睑、角膜和肛门 3 种反射活动均反应迟

钝。在20~40 min部分野猪的眼睑反射有短暂消失现

象，而角膜反射、肛门反射在整个麻醉监测期间始终存

在。麻醉末期，生物反射随着野猪苏醒基本恢复正

常。由此可知，YFM合剂可使野猪达到较深的麻醉程

度，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3.3 镇痛、镇静、肌松效果评价

野猪注射YFM合剂后，痛觉消失的顺序为：躯干、

时间

0

5

10

20

30

40

50

60

脉搏血氧饱和度/%

93.10±0.53

92.40±0.45

91.30±0.40

92.20±0.47

92.60±0.43

92.40±0.34

91.90±0.38

93.70±0.37

呼吸频率/(心跳次数/min)

48.60±5.20

45.60±3.88

41.60±3.43

36.20±3.42*

40.00±3.46

44.50±3.32

47.50±3.39

52.40±4.99

表3 呼吸系统监测结果（X̄±SE, n=10）

注：与0 min相比，*表示差异显著（0.01<P<0.05），**表示差异极显

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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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壁、耳根、口鼻唇、系部，恢复次序相反。这主要是与

不同部位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不同决定的。在注药后

5 min受试野猪开始出现痛觉反应迟钝。20~40 min内

基本达到无痛状态。在此段时间内进行各种手术比较

安全。从 50 min开始针刺口唇、系部，部分野猪有痛

觉反应，60 min时野猪基本恢复，YFM合剂对野猪镇

痛效果良好。

评价一种麻醉药的效果，镇静效应是不可忽视

的。在试验中，野猪注药 5 min后大多数对声音反应

消失，表现出良好的镇静状态，在20~40 min所有的受

试野猪均进入较佳镇静状态，直到（57.14±1.52）min野

猪出现眨眼现象。所以，YFM合剂对野猪能产生很好

的镇静效果，符合野猪临床麻醉需要。

对于一种全身麻醉药，其肌松效果是相当关键的，

肌松效果也是影响手术进行的关键因素。在试验中野

猪YFM合剂麻醉后呈现出舌体脱出，腹肌柔软，牵拉

无抵抗，四肢肌肉松弛，呈现较好的肌松状态，维持的

时间较长，足以满足临床一般手术的需求。

3.4 循环系统影响评价

程 泽 信 等 [11] 报 道 说 ，野 猪 正 常 T 在

（40.07±1.03）℃，与试验中野猪的正常 T相近。YFM

合剂麻醉期间野猪平均T温差维持在2℃以内，差异不

显著。HR变化不显著（P>0.05）。另外野猪比较胆小，

抗应激能力较差，在保定期间不恰当的措施会对野猪

产生一定的应激。

血压是生命体征的重要指标之一。野猪在注射

YFM合剂后，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50 min

时下降到最低点，降幅为 22.81%，此后开始逐渐恢

复。麻醉监测期间，SBP、DBP、MAP在 20~60 min之

间基本保持稳定，且血压的变化都在野猪正常生理耐

受范围之内。

对试验结果分析可知，YFM合剂对野猪的T、HR

基本生理指标影响轻微。但对血压有一定的影响。

3.5 呼吸系统影响评价

野猪在注射 YFM 合剂后，与 0 min 相比，RR 在

10~20 min表现显著抑制，这与氯胺酮对呼吸有抑制作

用有关，在其它时间点表现不显著。

SpO2是一个综合指标，SpO2在 95~100%为正常，

90~94%为低氧状态，90%以下为缺氧状态[12]。监测野

猪 SpO2 的正常值为（93.10±0.53）%。野猪麻醉后，

SpO2在各时相变化不显著（P>0.05），且整个麻醉期

SpO2均保持在（91.30±0.40）%以上，到 60 min时 SpO2

基本恢复正常。监测野猪SpO2的基础值偏低，可能是

由于野猪紧张及皮肤粗厚及皮肤色泽等原因造成的。

4 结论

YFM合剂对野猪麻醉效果确实；对机体主要生理

功能影响轻微，可以满足相关领域科研工作及兽医临

床的麻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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