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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开胸术后常见并发症的防治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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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开胸术后患者常见并发症的防治方法$方法
!

回顾分析
2##"

年
1

月至
2##8

年
12

月收

治的
N#

例开胸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的防治情况$结果
!

"#

例术后实施呼吸机呼吸支持的患者无一例发生呼吸衰

竭%脓胸%肺部感染%肺不张和胸腔积液&

!#

例术后未使用呼吸支持的患者中发生
"

例胸腔积液%

1

例脓胸%

2

例肺部

感染伴肺不张$结论
!

人工呼吸机是胸心外科不可缺少的设备之一!开胸术后的患者及时使用呼吸机行呼吸支持

对促进肺复张%防治并发症等方面将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

开胸术&

!

并发症&

!

呼吸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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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术后患者胸廓的完整性暂时遭到了破坏#自主呼吸运

动减弱*

172

+

#如果术后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呼吸衰竭,脓胸,肺部

感染,肺不张,胸腔积液等常见的并发症*

!75

+

)本院自
2##"

年

1

月至
2##8

年
12

月收治了
N#

例开胸手术的患者#现将具体

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本组男
"6

例#女
2!

例(年龄
1N

!

62

岁#平均

!53N

岁)疾病分布!肺癌
!2

例#食管癌
2#

例#纵隔肿瘤
9

例#

支气管扩张症
N

例#肺隔离症
!

例#慢性脓胸
1#

例#肺脓肿
!

例)手术方式!肺叶切除
99

例#食管癌切除
16

例#纤维板剥脱

1#

例#纵隔肿瘤切除
2

例#剖胸探查
6

例)

N#

例患者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两组#治疗组!

2##N

年
1

月至
2##8

年
12

月的开胸

手术
"#

例#术后采取呼吸机辅助呼吸
!

!

N%

的方法(对照组!

2##"

年
1

月至
2##8

年
12

月的
!#

例开胸手术患者#采用术后

立即恢复清醒#拔除气管插管#鼻导管给氧#患者自主呼吸的

方法)

$3/

!

使用呼吸机的方法及常见问题的处理
!

治疗组
"#

例患

者术后立即使用呼吸机)呼吸模式选择!呼吸频率同步间歇指

令通气$

EcJT

%(潮气量$

/T

%!

N'R

"

0

C

(缓冲碱$

]]

%!

1"

次"

分(氧浓度$

\(V

2

%!

9NW

)用咪唑安定$每次
!'

C

#静脉注射%

和丙泊酚$

#32h"W

葡萄糖注射液
1!#'R

#

1#

!

2#

滴"分%)

$3'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以
LOE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不配

对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2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3$

!

呼吸机使用及住院天数
!

治疗组
"#

例患者使用呼吸机

$

53!"O#352

%

%

#对照组
!#

例患者未使用呼吸机(治疗组患者

住院$

1!3!NO#3!"

%

)

#对照组患者住院$

19312O#35!

%

)

#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3/

!

临床疗效
!

治疗组
"#

例$

1##W

%全部治愈#无一例死亡(

对照组
!#

例治愈
28

例$

8536W

%#死亡
1

例$

!3!W

%)治疗组

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3#1

%#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

/3'

!

并发症
!

"#

例治疗组病例无一例发生肺部感染,脓胸,

呼吸衰竭,肺不张及胸腔积液(对照组
!#

例中发生肺部感染
2

例$

535W

%#肺不张
1

例$

!3!W

%#脓胸
1

例$

!3!W

%#胸腔积液
"

例$

1535W

%)治疗组并发症$尤其是胸腔积液%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

!

#

#3#1

%)见表
1

)

表
1

!

两组病例临床疗效'并发症发生率统计分析%

W

&

组别
(

治愈好转率 死亡率 肺部感染 肺不张 脓胸 胸腔积液

治疗组
"# 1## # # # # #

对照组
!# 8536 !3! 535 !3! !3! 1535

!

#

#3#1

#

#3#"

#

#3#1

#

#3#1

#

#3#1

#

#3#1

'

!

讨
!!

论

开胸术后患者胸廓的完整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患者

自主呼吸和咳嗽排痰的能力明显减弱#肺复张不完全#容易发生

肺部感染,肺不张,胸腔积液,脓胸等并发症*

"75

+

#术后短时间的

呼吸机辅助呼吸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678

+

)现结合本组资料

对开胸术后常见并发症的防治和呼吸机使用等方面进行讨论)

'3$

!

术后早期呼吸支持是防治肺部感染,脓胸,呼吸衰竭,肺

-

1N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11

年
9

月第
N

卷第
6

期
!

R-GJ+)S>(*

!

4

?

@(>2#11

!

T;>3N

!

M;36



不张及胸腔积液的有效措施之一*

!79

+

)开胸手术患者术后立即

进行呼吸机辅助呼吸视为早期呼吸支持)本组中
"#

例术后立

即进行呼吸支持
!

!

N%

#这部分患者不需要术后立即恢复清

醒#因此#确保了整个手术过程的麻醉效果和患者能安静地回

到病房(另外#充分的氧疗和迅速扩张肺组织#有利于胸腔内积

血,积液的引流等#所以#治疗组
"#

例病例无一例发生肺部感

染,脓胸,呼吸衰竭,肺不张及胸腔积液)

'3/

!

呼吸机的正确使用是呼吸支持的关键
!

治疗组
"#

例呼

吸支持病例全部使用的是美国熊牌
1###

型成人呼吸机)呼吸

模式选用
EcJT

#常见参数设置!

/T9##

!

"##'R

#

]]1"

次"

分#

\(V

2

9NW

#呼气末压力$

KaaK

%

"

!

1#<' X

2

V

#吸气峰压

$

KcK

%

!#<'X

2

V

)呼吸支持
!

!

N%

后#患者神志恢复清楚#生

命体征平稳正常(自主呼吸恢复#且增强有力#常与呼吸机对

抗(四肢肌力恢复正常(暂时断开呼吸机#观察患者
!#'(*

后

无明显呼吸困难#并能维持氧饱和度$

EKV

2

%

%

8"W

#在
\(V

2

#

29'(*

时#血气分析正常#可直接拔管脱机*

1#719

+

)

'3'

!

呼吸支持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
!

治疗组
"#

例呼吸机支

持病例中有
2#

例发生人机对抗(

!

例并发低血压(

1

例并发心

律不齐(

1

例发生肺不张)

2#

例人机对抗的病例中有
1#

例通

过给予镇静,止痛剂$可用咪唑安定,丙泊酚,镇痛泵%完成呼吸

支持)机械通气胸内压力升高静脉回流减少,压迫心脏等心输

出量减少引起血压下降#严重的可发生休克)如果患者的心血

管功能正常#一般能自行代偿)但心血管功能减退#血容量不

足#高龄及原有低血压患者更易发生)本组
!

例并发低血压的

病例中
2

例通过调整气道压力#降低平均胸内压$缩短吸气时

间,减少吸气阻力,吸"呼比在
1j2

以上,减少无效腔%#补充血

容量后血压恢复正常(

1

例高龄低血压病例使用了血管活性药

物多巴胺)在呼吸机用过程中#可发生多种心律不齐#其中以

多源性房性心律不齐多见)发生原因多与酸中毒,缺氧,

SV

2

潴留,电解质紊乱等有关)若出现心律不齐#应积极寻找原因#

对症处理#不要急于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11

+

)本组
1

例并发

心律不齐的病例为低钾引起#通过纠正低钾心律恢复正常)

1

例发生肺不张的病例由于导管插入过深引起#通过调整导管的

深度和吸痰而解决)有文献报道吸入纯氧可引起吸收性肺不

张#所以#应避免长时间吸入纯氧*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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