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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机械通气脓毒症休克患者吸痰后采用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的
0,

例机

械通气脓毒症休克患者!将其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压力控制通气组"

V.U

组#和容量控制通气组"

U.U

组#!每组
#7

例患者$

#

组

患者均在吸痰后给予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观察并比较
U.U

组和
V.U

组患者的呼吸指标$结果
!

#

组患者的血压饱和度

"

$

N

[

#

#%平均动脉压"

'5V

#%心率"

&(

#在吸痰后肺复张前与吸痰前比较显著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U.U

组
$

N

[

#

%

'5V

%

&(

在吸痰后改善程度优于
V.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吸痰过程中
V.U

组峰值压力"

V

N

=AR

#较稳定!而
U.U

组在肺复张后
/L:;V

N

=AR

达到峰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U.U

组和
V.U

组在吸痰后肺复张前动态肺顺应性"

.G

I

;

#

下降并降至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U.U

组
.G

I

;

在吸痰后改善程度优于
V.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结论
!

脓毒症休克患者吸痰后采用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能有效地改善肺泡萎陷及肺容积下降!并可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呼吸

力学指标$

关键词"肺复张'

!

机械通气'

!

吸痰'

!

高呼气末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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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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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痰是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维持肺功能的重要方法#其将

呼吸道的分泌物经口-人工气道或鼻吸出'对脓毒症休克行机

械通气治疗患者而言#有必要定期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

)

'开放

式吸痰可导致肺容积下降或肺泡萎陷#严重影响机械通气患者

气体交换-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呼吸力学指标#而吸痰后采用高

呼气末正压肺复张能有效改善肺泡萎陷及肺容积下降-血流动

力学指标及呼吸力学指标(

#

)

'本研究通过对机械通气脓毒症

休克患者吸痰后采用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分析高呼气末正压

肺复张对机械通气患者呼吸力学和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收入的

0,

例机械通气脓毒症休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根据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压力控制通气组$

V.U

组%和容量控制通气

组$

U.U

组%#每组
#7

例'

V.U

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40

岁#平均$

+#10"\/#10"

%岁'

U.U

组中男
/0

例#女
/!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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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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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0#

#

44

岁#平均$

+!10"\/#10"

%岁'本研究通过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

组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知情

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并主动签署知情同意书'

#

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病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可比性强'纳

入标准!$

/

%跟治疗前比较#收缩压降低
!"LL &

@

持续
/B

以

上#或收缩压小于
7"LL&

@

#或在输液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平均动脉压小于
+"LL &

@

&$

#

%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大于
#

>

&$

*

%四肢厥冷或皮肤花斑&$

!

%高乳酸中毒$

'

*LL9D

"

S

%#乳

酸显著超过正常值上限&$

0

%尿量减少(

#

"10LS

"$

R

@

,

B

%)超

过
#B

&$

+

%肌酐增加大于或等于
!!1#

'

L9D

"

S

&$

4

%凝血功能异

常$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大于或等于
+">

%&$

,

%血小板减少

$

&

/""g/"

7

"

S

%&$

7

%高胆红素血症$总胆红素大于或等于
*!

'

L9D

"

S

%&$

/"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且中途不放弃者#感染引起

以上任意一条者均可以纳入本次研究'排除标准!$

/

%可以进

行自主呼吸未采用呼吸机辅助通气者&$

#

%不配合治疗者&$

*

%

本次研究期间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V)

%-呼吸衰竭-哮

喘-吸入性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者&$

!

%由于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

$1/

!

方法
!

#

组患者均采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气管插管时患

者取仰卧位'

V.U

组采用
V.U

模式#压力目标通常设为
*0

CL&

#

[

以下#本研究预置吸入压力为
/!

#

*+CL &

#

[

#设置

吸气触发后达到目标压力所需的时间为
"1"0

#

"1/">

&

U.U

组采用容积控制通气模式#吸气流速成人一般设为
!"

#

,"S

"

L:;

#吸气时间设为
"1,

#

/1#>

'流速与送气时间的积分即为

潮气量#呼气末正压通气$

V]]V

%为
#

#

/"CL &

#

[

#呼吸频率

为
/+

#

#0

次"分#吸氧水平为
!"2

#

+"2

#维持血氧饱和度

7"2

以上#保持通气稳定#密切监测呼吸-循环等的变化'临床

通常根据患者需要吸痰#打开一次性吸痰包#将吸痰管与负压

吸引器连接&根据患者情况及痰液黏稠度调节负压#吸引器负

压压力调节为
!"1"

#

0*1*RVA

&用生理盐水试吸#检查导管是

否通畅#先吸口腔-咽-会厌-候部分泌物&再吸鼻腔内分泌物#

将吸痰管在患者吸气过程中顺着咽喉插入气管约
/0CL

处#吸

痰时从深部向上吸时边提边拉#左右旋转#将痰液吸干净'每

次吸痰时间控制在
/0>

以内#避免患者缺氧窒息'每次吸痰

后立即给予患者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调节
V]]V

至
#"CL

&

#

[

共维持
!">

#每次
/0

#

#"

下#肺复张后重新调节呼吸机

参数#

V]]V

的调节应在严密监测下执行#做到定时消毒及更

换#以免对患者造成不利'呼吸机辅助通气过程中护理人员要

密切观察呼吸机各项参数变化#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原则#呼吸

机外置管路及附件应达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定期对呼吸

机消毒处理#对气囊内的液体和气体每
*

#

0B

排除
/

次#使用

呼吸机的患者每天早晚各
/

次口腔护理#根据患者自身情况采

取合适体位(

/6*

)

'

$1'

!

评价指标
!

$

/

%观察并比较
#

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变

化#主要指观察并比较血压饱和度$

$

N

[

#

%-心率$

&(

%及平均

动脉压$

'5V

%在吸痰前-吸痰后肺复张前-肺复张后
/L:;

-

0

L:;

及
/"L:;

的变化&$

#

%观察并比较
#

组患者呼吸力学指标

变化#主要指观察并比较峰值压力$

V

N

=AR

%及动态肺顺应性

$

.G

I

;

%在吸痰前-吸痰后肺复张前-肺复张后
/L:;

-

0L:;

及

/"L:;

的变化'

$1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V$$#"1"

对表中数据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1"0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V.U

组与
U.U

组血流动力学指标
!

#

组患者的
$

N

[

#

-

'5V

-

&(

在吸痰后肺复张前与吸痰前比较显著增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1"0

%&

U.U

组
$

N

[

#

-

'5V

-

&(

在吸痰后改

善程度优于
V.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见

表
/

#

*

'

/1/

!

V.U

组与
U.U

组呼吸力学指标
!

U.U

组吸痰过程中

V

N

=AR

变化显著#肺复张后
/L:;

达到峰值#与吸痰前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而
V.U

组吸痰过程中
V

N

=AR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

V.U

组-

U.U

组患者吸痰后肺复

张前
.G

I

;

均降至最低&

U.U

组
.G

I

;

在吸痰后改善程度优于

V.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见表
!

-

0

'

表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

N

[

#

指标比较#

2

)

I\C

$

组别
0

吸痰前 肺复张前 肺复张后
/L:;

肺复张后
0L:;

肺复后
/"L:;

V.U

组
#7 0+1!*\/+1/# 4/1/0\/+1,7 471!*\/71!0 ,*14+\#/14, ,01!0\##1/!

U.U

组
#7 041"7\/+1"* 4+14,\/41+4 ,71**\#/10! 7#1!4\#!1+0 7*1/#\#!1+4

= "1/+ /1#! /1,! /1!* /1#0

!

$

"1"0

$

"1"0

$

"1"0

$

"1"0

$

"1"0

表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

指标比较#次(分)

I\C

$

组别
0

吸痰前 肺复张前 肺复张后
/L:;

肺复张后
0L:;

肺复后
/"L:;

V.U

组
#7 7+177\//100 /",1,,\#/14, /#01++\#"10* /"/1#!\/01"/ 771!,\/*1!4

U.U

组
#7 7+1/,\/#1"/ /"417,\#"1!7 /!/1**\#!1#0 /#"1#0\/*177 /""14+\/*17,

= "1#+ "1/+ #1++ !177 "1*+

!

$

"1"0

$

"1"0

#

"1"0

#

"1"0

$

"1"0

,

0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

SAJ'=G.D:;

!

'A

I

#"/4

!

U9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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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5V

指标比较#

LL&

@

)

I\C

$

组别
0

吸痰前 肺复张前 肺复张后
/L:;

肺复张后
0L:;

肺复后
/"L:;

V.U

组
#7 ,#1*4\/#1"! ,710*\//10* ,01+*\/#10* ,*1#!\/#1"+ ,"10,\/"1**

U.U

组
#7 ,#17!\//100 7+14"\//107 7*1#!\/*1#! ,!1,!\//107 ,*1#!\//1!7

=

值
"1/, #1*+ #1#0 "17" "17*

!

值
$

"1"0

#

"1"0

#

"1"0

$

"1"0

$

"1"0

表
!

!!

#

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V

N

=AR

指标比较#

CL&

#

[

)

I\C

$

组别
0

吸痰前 肺复张前 肺复张后
/L:;

肺复张后
0L:;

肺复后
/"L:;

V.U

组
#7 #71+/\"1*4 #7100\"1*+ #714*\"1#, #710!\"1*0 #71+#\"1*!

U.U

组
#7 #*1,,\01,4 /+14"\01*0 ##144\+1*7 #*1!!\017+ #*1!7\010,

= "1#0 /1"/ #1#, /1!" "1*4

!

$

"1"0

$

"1"0

#

"1"0

$

"1"0

$

"1"0

表
0

!!

#

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G

I

;

指标比较#

LS

(

CL&

#

[

)

I\C

$

组别
0

吸痰前 肺复张前 肺复张后
/L:;

肺复张后
0L:;

肺复后
/"L:;

V.U

组
#7 ##10*\+1#+ /+1#4\01#0 /,1+4\017+ #/100\+1"* ##1*4\014/

U.U

组
#7 #*1,,\01,4 /+14"\01*0 ##144\+1*7 #*1!!\017+ #*1!7\010,

= "1,0 "1*/ #10* /1#" "14+

!

$

"1"0

$

"1"0

#

"1"0

$

"1"0

$

"1"0

'

!

讨
!!

论

!!

临床上对于脓毒症患者而言#大多数患者机体内均有细菌

侵袭或存在高度可疑的感染病灶'脓毒症是一种由感染引起

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主要是指机体对感染因素的反应(

!60

)

'

脓毒性休克是严重脓毒症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以低血压为特征

的急性循环衰竭状态'临床上维持脓毒性休克患者呼吸功能

的主要手段是采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密切观察呼吸-脉搏-血

压-温度-呼吸机参数的变化#及时根据患者需要做到有效吸

痰#防止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深静脉血栓形成-

应激性溃疡-代谢性酸中毒-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

%直至多

器官功能不全等并发症的发生(

+6,

)

'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咳嗽

前的气道高压因声门失去作用不能形成#达不到有效咳嗽#且

气道防御和自净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因呼吸道分泌物阻塞淤

积#无法自行排除而引起呼吸道阻力增高#通气不足(

76/"

)

#须积

极清除呼吸道内的分泌物'开放式吸痰是解决机械通气患者

呼吸道分泌物阻塞的最常见的护理操作'对脓毒性休克患者

吸痰时操作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原则#避免感染'吸时先吸口

腔-咽-会厌-喉部分泌物#再吸鼻腔内分泌物#从深部向上吸时

边提边拉#左右旋转#将痰液吸干净#每次吸痰时间控制在
/0>

以内'由于开放式吸痰利用负压吸引而降低了呼吸道压力#导

致肺容积下降或肺泡萎陷#严重影响机械通气患者气体交换-

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呼吸力学指标(

//6/*

)

'吸痰后采用高呼气末

正压肺复张能有效改善肺泡萎陷及肺容积下降'本研究结果

显示#对机械通气脓毒症休克患者吸痰后采用高呼气末正压肺

复张#

V.U

和
U.U

模式下都能顺利完成肺复张#但血流动力

学指标
'5V

和
&(

均呈一过性上升#

U.U

组
'5V

-

&(

与

V.U

组比较波动范围较大#

V.U

组恢复较
U.U

组快&呼吸动

力学指标
.G

I

;

吸痰后均出现一过性下降#吸痰后采用高呼气

末正压肺复张显示#

V.U

组采用
V.U

模式预置压力控制较稳

定#但
U.U

组采用
U.U

模式维持恒定潮气量更有利于患者

肺顺应性恢复'因此#

V.U

和
U.U

模式下都可以采用高呼气

末正压肺复张#但因人而异#需依据不同患者的病情采用不同

的机械通气模式'本研究中#

#

组患者都未出现过度通气-肺

复张不成功-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机引起的肺炎等并发症#早发

现早诊断#及时控制感染#未加重脓毒症休克患者的病情'

综上所述#脓毒症休克行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有必要定

期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开放式吸痰可导致肺容积下降或肺泡萎

陷#严重影响机械通气患者气体交换-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呼吸

力学指标&吸痰后采用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能有效改善肺泡萎

陷及肺容积下降-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呼吸力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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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示!年龄-

V=F:9>?:;

-

U]TP

-

]86/

-高血压史与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生存时间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提示!

V=F:9>?:;

-

U]TP

-

]86/

-原发性高血压史-糖尿病病史是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随着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增加#

V=F:9>?:;

-

U]TP

-

]86/

数值升高#

V=F:9>?:;

-

U]TP

-

]86/

是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患者死亡的独立预测风险因素'但本研究因样本量

小#回顾性研究本身的局限性等#结论结果仍需要辩证对待#关

于
V=F:9>?:;

-

U]TP

-

]86/

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预后关

系的确定#仍需要更多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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