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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下个体化病人体温调节反应的计算机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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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构建计算机仿真模型分析全身麻醉引起的体温调节系统损伤和手术室低温环境对个体化病人围

手术期体温调节的影响。 方法　 开发一个麻醉模型，通过降低基本代谢率、皮下血管收缩和骨骼肌颤抖的阈值来

模拟麻醉效果，并耦合到作者建立的“皮肤⁃体核”二节点体温调节模型中。 该模型可通过设置骨骼肌颤抖产热、出
汗、及皮下血管舒缩能力的强弱模拟年龄衰老导致的热调节能力损伤，设置不同脂肪厚度模拟肥胖以及设置心血

管模型参数模拟不同的心血管疾病，进而计算分析这些个体化特征对低温麻醉条件下体温调节的影响。 结果　 在

低温环境下，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体核温度较低，体表温度较高。 脂肪厚度增加或左心室功能衰竭加重，都有可

能缓解低温环境中体核温度下降。 风速或相对湿度增加会导致体核温度降低。 当麻醉引起的血管收缩阈值降低

０ ５～３ ℃时，会引起体核温度显著降低。 结论 　 通过对比模型预测与实验测量的结果，验证了该模型的可靠性。
身体的个体化特征对低温环境下人体温度调节具有重要影响。 个体体征与全身麻醉结合进一步复杂化了人体的

体温调节，给临床医师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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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引起的体温调节能力损伤和手术室的低

温环境会导致患者体核温度显著降低［１⁃２］。 一般人

体正常的体核温度保持在 ３７ ℃，仅有 ０ ２ ℃左右上

下浮动［３］。 在麻醉和手术中，体核温度低于 ３５ ℃
时会引起患者低体温症，通常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

影响，被认为是术后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４］。 围

手术期低体温可导致心血管事件［５］、凝血功能障

碍［６⁃７］、伤口感染［８］ 和药物代谢低效率［９］ 等危害。
低体温会降低人体新陈代谢速率，从而降低氧气需

求。 在实际外科手术中，低温疗法尽管有一定程度

的危害，医师仍然选择低温疗法，以保护重要器官

不受局部缺血引起的缺氧影响。
近年来，人体体温调节系统的数学建模和计算机

仿真已成为评估人体对不同环境热响应的有效工具。
在过去几十年中，研究者们开发了多种人体温度调节

数学模型，从较简单的单节点、多节点模型［１０⁃１３］ 到更

复杂的三维模型［１４］。 然而，这些模型仅采用经验模

型评估体核到体表的血流及热量传递，并未考虑真实

的闭环心血管系统。 生理学数据显示，一般人体内

５０％ ～８０％热量通过心血管系统传递［１５］，故耦合精准

的心血管循环系统血液动力学模型能够显著改善模

型的预测能力和精度。 本文提出一个耦合集中参数

心血管模型的二节点体温调节模型［１６］，并应用于评

估病人个体化的身体特征（如衰老、肥胖和心血管疾

病等）对体温调节的影响。
Ｓｅｖｅｒｅｎｓ 等［２］ 研究表明，了解体温调节机制和

麻醉对体温调节系统的影响，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在

手术期间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温度管理方案。 因此，
开发人体温度调节的数学模型评估全身麻醉对人

体温度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文通过构建计算机仿真模型，分析全身麻醉引

起的体温调节系统损伤和手术室低温环境对个体化

病人围手术期体温调节的影响。 首先，结合临床文献

分析全身麻醉导致的体温调节能力损伤，提出一个简

单的麻醉模型，并将其耦合到作者开发的心血管系统

体温调节模型中。 其次，应用此模型模拟和分析低温

环境中病人的个体化体温调节现象。 最后，进一步分

析和讨论麻醉导致的血管收缩的阈值降低对体核温

度的影响机制，以及年龄、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个体

特征与全身麻醉结合而导致的各种影响。

１　 计算模型

１ １　 体温调节模型

当外部环境温度改变时，人体有能力通过体温

调节系统将体核温度保持在 ３７ ℃左右。 体温调节

信息的处理可以分为 ３ 个部分：外部热信号的传

入、体温调节中枢的处理、人体热调节信号的传

出［１７］。 下丘脑是体温调节的主要控制中心，通过整

合人体温度信号、比较实际体温和阈值温度、传出

相应热调节信号，调节体温。 当体温高于阈值温度

（３７ ℃）时，温差会引起皮下血管舒张和出汗，从身

体释放热量；当体温低于阈值温度时，温差会引发

血管收缩和骨骼肌颤抖，将热量限制在体内。
图 １ 所示为本文开发的体温调节模型［１６］，其中

人体被表示为由体核和皮肤组成的圆柱体，每层都

有一个统一温度。 皮肤是人体最重要的热交换器

官，通过传导、对流、蒸发和辐射与外界环境接触和

交换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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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集成温度调节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此外，考虑到热应力会导致显著的心血管调

节，以维持人体内充分的血液灌注［１８］，本文开发了

一个以心肺循环为重点的闭环、多模块心血管模

型，与人体热模型耦合，用于模拟人体内的血液循

环和灌注（见图 ２）。

图 ２　 闭环多模块集中参数心血管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ｌｕｍｐ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ｏｄｅｌ

从体核到皮肤的血流阻力 Ｒｓｋ模拟为人体热信

号的函数， 体温变化会影响 Ｒｓｋ阻值，从而影响皮肤

血流量，具体计算公式［１６］为：
Ｒｓｋ ＝ Ｒｓｋ＿ｂａｓ·

　
ｑｓｋ＿ｂａｓ ＋ ｋｄｉｌ·ｍａｘ｛０， Ｔｃｒ － Ｔｃｒ＿ｒｅｆ｝

ｑｓｋ＿ｂａｓ·（１ ＋ ｋｃｏｎ·ｍａｘ｛０， Ｔｓｋ＿ｒｅｆ － Ｔｓｋ｝）
（１）

式中：Ｒｓｋ＿ｂａｓ、ｑｓｋ＿ｂａｓ分别为热中性条件下皮下血流的

基本阻力和血流量；ｋｄｉｌ、ｋｃｏｎ分别为皮下血管舒张和

收缩系数。
体核和皮肤节点的能量平衡方程为：

Ｃｃｒ·
ｄＴｃｒ

ｄｔ
＝ Ｍｂａｓ ＋ Ｍｓｈｉｖ － Ｗ － Ｑｒｅｓ － Ｑｃｒ＿ｓｋ － ｈａｒｔ·

Ａａｒｔ·（Ｔｃｒ － Ｔａｒｔ） － ｈｖｅ·Ａｖｅ·（Ｔｃｒ － Ｔｖｅ） ＋ ｍ·ｃｒ·

ｃｂｌ·（Ｔａｒｔ － Ｔｃｒ） － ｍ·ｓｋ·ｃｂｌ·（Ｔｃｒ － Ｔｓｋ） （２）

Ｃｓｋ·
ｄＴｓｋ

ｄｔ
＝ Ｑｃｒ＿ｓｋ ＋ ｍ·ｓｋ·ｃｂｌ·（Ｔｃｒ － Ｔｓｋ） －

Ｑｃ － Ｑｒ － Ｑｄｉｆｆ － Ｑｒｓｗ （３）
　 Ｍｓｈｉｖ ＝ １９ ４·ＳＡ·ｍａｘ｛０， Ｔｃｒ＿ｒｅｆ － Ｔｃｒ｝·

ｍａｘ｛０， Ｔｓｋ＿ｒｅｆ － Ｔｓｋ｝ （４）
Ｑｒｓｗ ＝ λＨ２Ｏ·ｋｓｗ·ｍａｘ｛０， Ｔｃｒ － Ｔｃｒ＿ｒｅｆ｝·

ｍａｘ｛０， Ｔｓｋ － Ｔｓｋ＿ｒｅｆ｝·ＳＡ·２（Ｔｓｋ－Ｔｓｋ＿ｒｅｆ） ／ ３ ０·
１

３ ６００
· １

１ ０００
（５）

式中：Ｃｃｒ ／ Ｃｓｋ 为体核 ／皮肤的热容； Ｔｃｒ ／ Ｔｓｋ 为体核 ／
皮肤的温度；ｔ 为时间； Ｍｂａｓ表示基础代谢率；Ｍｓｈｉｖ为

骨骼肌颤抖产热率；Ｗ 为身体外做功； Ｑｒｅｓ为呼吸热

损失；Ｑｃｒ＿ｓｋ为体核和皮肤之间的传导热交换（Ｗ）；
ｈａｒｔ ／ ｈｖｅ为动脉 ／静脉的对流传热系数；Ａａｒｔ ／ Ａｖｅ 为动

脉 ／静脉的表面积；Ｔａｒｔ ／ Ｔｖｅ 为动脉 ／静脉的血液温

度；ｃｂｌ为血液的比热；ｍ·ｃｒ为体核血液灌注率；ｍ· ｓｋ为

皮肤血液灌注率；Ｑｃ 为皮肤与环境之间的对流热交

换；Ｑｒ 为皮肤与环境之间的辐射热交换；Ｑｄｉｆｆ为皮肤

的扩散热损失；Ｑｒｓｗ为皮肤的出汗热损失； λＨ２Ｏ 为水

的蒸发潜热；ｋｓｗ为出汗速率系数；ＳＡ 为身体的表面

积。 能量平衡方程中血液灌注率 ｍ· 由通过相应心

血管模块的血流量乘以血液密度计算得到，在每个

时间步都由心血管模型计算更新。 表 １ 给出了年

龄为 ２０～３０ 岁、体质量为 ８１ ７ ｋｇ 年轻人的体温调

节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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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年龄 ２０～ ３０ 岁、体质量 ８１ ７ ｋｇ 年轻人体温调节模型参数［１６］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 ａｇｅｄ ２０⁃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８１ ７ ｋｇ

参数 符号 数值

体质量 ＢＷ／ ｋｇ ８１ ７
身体表面积 ＳＡ ／ ｍ２ １ ８９
基础代谢率 Ｍｂａｓ ／ Ｗ １０１ ０
水蒸发潜热 λＨ２Ｏ

／ （ｋＪ·ｋｇ－１） ２ ２５６
出汗速率系数 ｋｓｗ ／ ［ｇ·（ｍ２·ｈ·Ｋ） －１］ １００
皮下血管收缩系数 ｋｃｏｎ ／ Ｋ－１ ０ ５
皮下血管舒张系数 ｋｄｉｌ ／ ［ｋｇ·（ｍ２·ｈ·Ｋ） －１］ ７５
热中性条件下皮下基本血流量 ｑｓｋ＿ｂａｓ ／ ｋｇ·（ｍ２·ｈ） －１］ ６ ３
脂肪和皮肤厚度 Ｔｆ＋ｓ ／ ｍｍ １５ ７２
服装热阻 ｃｌｏ ０ ６
血液比热 ｃｂｌ ／ ［ Ｊ·（ｋｇ·Ｋ） －１］ ３ ６４０
体核参考温度 Ｔｃｒ＿ｒｅｆ ／ ℃ ３６ ８
皮肤参考温度 Ｔｓｋ＿ｒｅｆ ／ ℃ ３４ １
血液密度 ρｂｌ ／ （ｋｇ·ｍ－３） １ ０５２
全身动脉表面积 Ａａｒｔ ／ ｍ２ ０ １２
全身静脉表面积 Ａｖｅ ／ ｍ２ ０ ２
动脉对流热交换系数 ｈａｒｔ ／ ［Ｗ·（ｍ２·Ｋ） －１］ １ ８００
静脉对流热交换系数 ｈｖｅ ／ ［Ｗ·（ｍ２·Ｋ） －１］ １ ０８０

１ ２　 麻醉模型

为开发麻醉模型，本文首先根据已发表的文献

总结麻醉对人体体温调节能力的影响。 通常，具有

完整体温调节系统的人可通过行为调节、血管收缩

舒张、发抖和出汗等几个过程，将体核温度保持在

３７ ℃左右［４］。 行为调节是最有效的体温调节反应，
但在全身麻醉期间失去作用［１９］。 麻醉病人体核温

度调节主要通过自主体温调节系统控制，如体温过

低时的血管收缩和骨骼肌颤抖，以及体温过高时的

血管舒张和出汗。 正常情况下，触发体温调节系统

的阈值范围为 ０ ２ ～ ０ ４ ℃ ［２０］。 研究发现，全身麻

醉导致出汗和血管舒张的阈值增加约 １ ℃，并使血

管收缩和骨骼肌颤抖的阈值降低约 ３ ℃，从而使阈

值范围从 ０ ２ ℃增加到 ４ ℃ ［１］。 在该范围内温度，
不能触发人体自主体温调节系统保证体温稳定。
全身麻醉损害自主体温调节能力的程度取决于麻

醉剂的摄入剂量。 对于局部麻醉，脊髓麻醉可使血

管收缩和颤骨骼肌颤抖的阈值降低约 ０ ５ ℃，并使

出汗阈值增加约 ０ ３ ℃ ［１，２１］，由此阈值范围增加至

０ ８ ℃。 全身麻醉时，颤抖和出汗的最大热调节能

力通常会保持良好。
Ｓｅｖｅｒｅｎｓ 等［３］ 指出，全身麻醉期间患者的代谢

率可近似表示为：

Ｍａｎｅｓ ＝ ０ ７·Ｍｂａｓ·２
Ｔｃｒ－Ｔｃｒ＿ｒｅｆ

１０ （６）
式中：Ｍａｎｅｓ为全身麻醉期间的代谢率；Ｍｂａｓ为正常条

件下的基础代谢率；Ｔｃｒ＿ｒｅｆ为体核的阈值温度；０ ７ 表

示全身麻醉导致代谢产热减少 ３０％ 。
１ ３　 衰老、肥胖和心血管疾病模型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６］ 研究表明，衰老会引起体温调节能

力的降低，综合表现为在低温环境中老年人骨骼肌

颤抖产热减少 ２０％ ～ ５０％ ，皮下血管收缩能力减弱

２５％ ～５０％ ；而在高温环境中，老年人出汗率减少

２８％ ～４２％ ，皮肤血管舒张能力减弱 ２５％ ～ ５０％ 。 本

文中，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血管收缩和舒张能

力、骨骼肌产热率和出汗速率均设置为减少 ４０％ ，
而其他参数则保持不变。

本模型中，体核与皮肤之间的热阻与代谢率、
皮下血流量、皮下脂肪层厚度均有相关性［２２］：

Ｒｃｏｒｅ＿ｔｏ＿ｓｋｉｎ ＝ １
１

Ｒｓｋｉｎ＿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

＋ １
Ｒｍｕｓｃｌｅ＋ ｆａｔ＋ｓｋｉｎ

（７）

Ｒ ｆａｔ ＋ｓｋｉｎ ＝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ａｔ ＋ｓｋｉｎ － ２）·０ ００４ ８ ＋
０ ００４ ４ （８）

式中： Ｒｃｏｒｅ＿ｔｏ＿ｓｋｉｎ 为 体 核 和 皮 肤 之 间 的 总 热 阻；
Ｒｓｋｉｎ＿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为皮下血流热阻；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ａｔ＿ｓｋｉｎ 为肌肉、脂
肪、皮肤的热阻总和，其中包含的 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ａｔ＿ｓｋｉｎ项以脂

肪厚度作为变量。 因此，肥胖对人体温度调节的影

响可通过调节脂肪厚度实现模拟。
此外，本模型可通过改变相应的模型参数来定

义不同心血管疾病对人体体温调节的影响［１６］，例如

通过降低左心室的倒电容幅值模拟左心室衰竭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ＬＶＦ），通过减少二尖瓣

有效横截面积模拟二尖瓣狭窄。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模型验证

图 ３ 对比了在逐步变化外部热环境下模型

预测和实验测量的体温变化 ［２３］ ，仿真得到的体

核和皮肤温度与实验测量结果非常一致。 当外

部温度降低引起的人体温度低于参考温度时，温
差会触发皮下血管收缩，减少体核到皮肤的散热

量，并引起骨骼肌的颤抖，增加体内产热量，以保

持体核温度恒定；而当外部温度升高引起的人体

温度高于参考温度时， 温差会触发皮下血管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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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出汗，增加体核到皮肤的散热量来保持体核

温度恒定。 此外，皮肤温度受外部环境影响较

大，而在体温调节系统的控制下体核温度稳定的

保持在 ３７ ℃左右。

图 ３　 在变化瞬态热环境下数值预测和实际测量人体温度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等［２４］通过实验研究在高温环境下年

龄对体温调节的影响。 对比相同实验条件下数值

模拟和实际测量得到的平均皮肤和体核温度可知，
在 ２８ ℃时，年龄对于皮肤和体核温度的影响没有

明显差别。 当环境温度从 ２８ ℃升高到 ４６ ℃时，人
体体温自主调节系统启动，通过皮下血管舒张和出

汗释放热量，保持体核温度稳定。 但老年人由于身

体机能的衰老，出汗率与血管舒张能力均下降，故
表现出明显较低的皮肤温度和较高的体核温度（见
图 ４）。 需要注意的是，仿真中的模型参数和边界条

件都设置与实验相同。 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温

度调节模型可以较好再现人体对瞬态热环境的动

态热反应。
２ ２　 低温环境下的个体化人体热反应

为评估低温环境下不同病人个体化的热反应，
研究衰老、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特征在 ２０ ℃低环

境温度下对人体体核温度的影响。 针对衰老会导

致体温调节能力的变化，假定骨骼肌颤抖产热和皮

下血管收缩能力都减弱 ４０％ 。 此外，通过将脂肪厚

度从 １０ ｍｍ 以间隔 ２０ ｍｍ 增加到 １１０ ｍｍ，实现肥

胖影响的模拟。 关于心血管疾病，模型中假设 ３ 种

心血管疾病情况：轻度、中度和严重 ＬＶＦ。 在所有

图 ４　 在瞬态热环境中年轻人、老年人温度预测与实测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ｏｌ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 Ｓｋ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 Ｃｏ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模拟中环境温度均被控制在 ２０ ℃，由此来实现

当环境温度低于 ２１ ℃时，所有患者在全身麻醉期

间都会发生低体温症［１９］。
在 ２０ ℃低温环境下，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表

现出较低体核温度和较高的皮肤温度，推测是衰老

引起的骨骼肌颤抖产热和皮下血管收缩能力减弱

所导致的结果［见图 ５（ａ）］。 脂肪厚度的增加会延

缓体核温度的下降，推测主要原因是脂肪厚度的增

加会引起体核和皮肤之间的热阻力的增加，从而减

少体核到皮肤的热量损失［见图 ５（ｂ）］。 由 ＬＶＦ 不

同严重程度对体核温度的影响结果表明，ＬＶＦ 越严

重，体核温度下降越少，推测心脏疾病引起心输出

量减少，进而减少皮下的血液流量，导致从皮肤到

外部环境的热量损失降低［见图 ５（ｃ）］。 临床医学

上，这种低体温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风险

增大［２５］。
进一步研究在 ２０ ℃环境温度下 ０ ５ ～ ３ ｍ ／ ｓ 风

速和 ０ ２ ～ ０ ８ 相对湿度对体核温度的影响。 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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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相对湿度对人体体核温度影响的对比结果可

知，风速的增加导致体核温度的降低，而相对湿度

的增加会导致体核温度的降低［见图 ５（ ｅ）、（ ｆ）］。
这与高温环境下的结果相反，潜在的机理很可能在

于较高的相对湿度会增加在低温环境下从体表到

外部环境的热传导。

图 ５　 ２０ ℃低温暴露下不同特征对人体热反应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２０ ℃　
（ａ） Ａｇｉｎｇ， （ｂ） Ｆａ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ｄ）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２ ３　 手术环境中全身麻醉对人体热反应的影响

低体温是全身麻醉和手术中常见的现象［２６⁃２７］，
麻醉引起的血管收缩阈值与骨骼肌颤抖产热阈值

的降低是导致体核温度降低的主要原因［４］。 由于

麻醉引起骨骼肌的松弛，手术环境中颤抖产热通常

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本研究的重点是血管收缩阈

值变化对体核温度的影响。 图 ６ 显示了通过将血

管收缩阈值降低 ０ ５ ～ ３ ℃，在 ２０ ℃低温环境下模

型预测的体核温度变化。 结果表明，降低血管收缩

阈值会导致体核温度的显著降低。

图 ６　 麻醉引起的血管收缩阈值设置降低对核心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ｃｏ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ｏｆ ｖａｓｏ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麻醉引起的体温调节系统损伤和手术室的低

环境温度被认为是患者围手术期体温过低的主要

原因［２８］，术前患者的不同个体特征也是影响术中和

术后低体温的主要因素［２７］，可能导致术后严重并发

症。 因此，研究全身麻醉期间个体化的人体热反应

具有重要价值。 图 ７ 显示了全身麻醉对具有不同

个体特征患者的体核温度影响。 结果表明，当全身

麻醉引起的血管收缩阈值降低 ３ ℃时，会导致体核

温度的明显降低，如图 ７ 中代表健康成人的曲线所

示。 然而，肥胖和中度 ＬＶＦ 会减少成人体核温度的

降低趋势，而瘦弱和衰老会增加体核温度的降低

趋势。

图 ７　 ２０ ℃低温暴露下全身麻醉对不同个体特征（衰老、肥胖、心脏

疾病）患者核心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ｏｎ ｃｏ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ａｇｉｎｇ，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２０ ℃

３　 讨论

（１） 对比不同温度下模型仿真和实验测量得

到的体核和体表温度，验证体温调节模型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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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个体化特征对体温调节的影响。 结

果表明，衰老、肥胖、和心血管疾病会引起低温环境

下体温调节的显著差异。 在相同低温下，衰老引起

的骨骼肌颤抖产热和皮下血管收缩能力减弱，使得

体核温度较低、皮肤温度较高。 脂肪厚度增加会延

缓体核温度下降，主要原因是脂肪厚度增加会引起

体核和皮肤之间热阻力增加，从而减少体核到皮肤

的热量损失。 而心脏疾病引起心输出量的减少，进
而减少皮下的血液流量，由此导致从皮肤到外部环

境的热量损失降低。 此外，风速和相对湿度对人体

温度也有重要影响。
（３） 定量研究麻醉导致的血管收缩阈值降低

以及全身麻醉和个体化特征对体核温度的综合影

响。 分析结果表明，体核温度下降的机制为血管收

缩阈值降低增加阈值区间的范围，而人体无法在这

一范围内触发体温调节系统［２８⁃２９］，从而导致在低温

环境下热量损失增加。 此外，麻醉引发的围手术期

低体温可能对病人产生不利影响，如药物代谢减

少、伤口愈合不良、感染发生率增加、凝血功能受

损、术后发抖、心律失常和缺血等。 另一方面，尽管

存在如此多的有害影响，但手术期间维持低体温能

够降低总体代谢率，保护重要器官免受缺氧引起的

损伤。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低体温引起术后并发

症的风险，可使用金属反光毯、循环水床垫、热和湿

气交换器、加热静脉注射液、加热加湿器和强制通

风保温毯来维持常温［３０］。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了解全身麻醉和个体化特

征对人体体温调节的综合影响，能够帮助临床医生

在患者手术期间或手术后制定最佳的温度控制

方案。

４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耦合麻醉模型的个体化人体

温度调节模型，研究在低温手术环境中全身麻醉对

人体体温调节的影响。 模型预测和实验测量的结

果非常一致，表明本模型可以精确地预测人体对瞬

态热环境的热反应。 通过模拟和分析发现，在低温

环境下，具有不同身体特征的个体表现出显著的体

温差异；风速和相对湿度增加都会导致热损失增

加，从而导致体温降低；麻醉引起的血管收缩阈值

降低导致体核温度的显著降低；全身麻醉和不同个

体特征的组合会引起人体温度调节的显著差异，进
一步会导致手术条件复杂化。

此外，本文所提出的体温调节模型是二节点模

型，不能模拟人体不同区域的体温差别，如脑部、躯
干、四肢温度。 为了克服这种限制，在本文基础上，
后续研究将开发更加详细的多节点体温节模型并

耦合到最近开发的更精准的 ０ ～ １ 维多尺度心血管

模型［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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