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性放射性肺炎的预测模型研究'

Y

(

3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

志#

6,*$

#

66

$

+

%!

-&&7-&43

'

*-

(孙万良#魏丽#张晶#等
3Z5!5

对大鼠放射性肺损伤的防

治作用及机制探索'

Y

(

3

生物技术通讯#

6,*$

#

6-

$

-

%!

&,-7

&,43

'

*&

(王玉祥#田丹丹#邱嵘#等
3

*

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维适形放

疗所致放射性肺炎的影响因素'

Y

(

3

肿瘤防治研究#

6,*-

#

-*

$

*6

%!

*$,07*$*63

'

*+

(沙莎#王茂玉#邹卫卫#等
3

血浆
.1c7

'

*

]X7+

水平及

(R2

参数与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放射性肺损伤相关

性分析'

Y

(

3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6,*-

#

6$

$

$$

%!

$+0,7

$+0-3

$收稿日期!

6,*07,/766

!!

修回日期!

6,*07*,7**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3

急性高容量血液稀释对老年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围术期

凝血功能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李丕彬!刘
!

辉!韩景田!张晓勇!孟祥尚

"辽宁省抚顺矿务局总医院麻醉科!辽宁抚顺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高容量血液稀释"

%22

#对老年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围术期凝血功能和血流动力学

的影响$方法
!

选取
6,*6

年
&V**

月在该院麻醉科行腰硬联合麻醉的老年患者
&-

例!根据麻醉后的输液方

式!将其分为研究组"

$*

例#和对照组"

6$

例#!研究组静脉滴注羟乙基淀粉!对照组采用输血扩容$比较两组患

者输注前"

.*

#%输注毕"

.6

#和输注后
$,JBC

"

.$

#的
%#..

%

c]F

%

#.

%

!.

等凝血功能指标及
2)

%

'%#

%

!R#

等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
!

.*

时!两组患者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血浆纤维蛋白原水

平"

c]F

#%凝血酶原时间"

#.

#和凝血时间"

#.

#等凝血功能指标及
2)

%

'%#

%

!R#

等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

.6

时!两组患者
c]F

均降低!

%#..

%

#.

和
!.

均延长!但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3,&

#!

.$

时!两组
c]F

均明显降低!

%#..

%

#.

均明显延长!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3,&

#&

.6

%

.$

时!两组的
2)

均较
.*

时升高!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

和
!R#

在
.6

时

均上升!在
.$

时均下降!变化均在正常范围内$结论
!

%22

对老年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围术期凝血功能和血

流动力学的影响较小!可改善围术期血液流变性!保证机体血液循环功能的稳定性!安全可行!值得在外科临床

上推广$

关键词"麻醉&

!

硬膜外&

!

脊椎&

!

血液凝固试验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674-&&

"

6,*/

#

,*7,,4&7,$

!!

血液稀释是临床上围术期一种有效的血液保护

方法#常用的有急性等容量血液稀释$

%12

%和急性

高容量血液稀释$

%22

%两种形式)相关研究证实#

与
%12

相比#

%22

在血液稀释上具有节约时间*操

作简单*血液污染性小等特点#在围术期血液稀释上#

%22

正逐步在临床上应用'

*76

(

)腰硬联合麻醉

$

!aZ%

%是近年来一种较新的麻醉方法#具有起效快*

效果好*用药量少且满足术中及术后镇痛等特点'

$

(

)

然而#老年患者机体各组织*各器官的功能下降#快速

输注大量液体对腰硬联合麻醉老年患者围术期机体

凝血功能和血流动力学各项指标的影响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本院行腰硬联合

麻醉血液稀释疗法的
&-

例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
6,*6

年
&V**

月在本院

麻醉科行腰硬联合麻醉的老年患者
&-

例#根据麻醉后

输液方法#将采用静脉输注羟乙基淀粉的
$*

例患者作

为研究组#采用输血扩容的
6$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研

究组男
*4

例*女
*6

例#年龄
+6

!

+0

岁*平均$

+&36*b

*3-0

%岁#体质量
-/

!

06Q

@

*平均$

+*3/0b+3$*

%

Q

@

&对

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3-*b

*3$4

%岁#体质量
&*

!

0-Q

@

*平均$

+63$*b+360

%

Q

@

)两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3,&

%#具有可比性)

$3/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年龄
+,

!

/,

岁&$

6

%经实验室检查肝*肾功能正常&$

$

%凝血功能正

常&$

-

%术前血红蛋白$

2L

%

'

/,

@

"

X

#血细胞比容

$

2!.

%

'

6&U

)排除标准!$

*

%合并有心肺疾病者#肾

功能不全者&$

6

%机体水电解质失衡&$

$

%对羟乙基淀

粉过敏者&$

-

%近期未使用抗凝药*利尿药*非甾体类

抗炎药等药物者)

$3'

!

方法

$3'3$

!

麻醉方法
!

所有患者在术前当晚禁食#术前
-

?

禁饮#进入手术室后采用上肢静脉留置针以补充术

前因禁食缺失的营养液#局部麻醉下先后行颈内静脉

穿刺和桡动脉穿刺#放置中心静脉管#并连接测压装

置#测定中心静脉压并监测有创电压#待稳定后行全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EL'9G!<BC

!

YECKE=

I

6,*/

!

R8<3*&

!

183*



身麻醉)全身麻醉诱导!静脉注射长拉宁
,3&J

@

#维

库溴铵
,3*&J

@

"

Q

@

#丙泊酚
6JX

"

Q

@

#芬太尼
$

#

@

"

Q

@

#在面罩装置给氧去痰
&JBC

后插管#并连接麻醉

机在潮气量
*,JX

"

Q

@

*氧浓度
*,,U

*呼吸频率
*6

次"分*呼吸比$

]

"

Zi*

"

6

%的参数下行机械通气)麻

醉维持!丙泊酚以
6

!

-J

@

"$

Q

@

-

?

%的剂量静脉泵

入#

*U

!

6U

的异氟醚间断吸入#在术中根据实际病

情追加芬太尼和维库溴铵以维持麻醉深度)

$3'3/

!

输液方法
!

入室后#首先密切观察患者脉搏*

心率*血氧饱和度及血压#然后在气管插管前
$,JBC

输注复方乳酸钠补充生理需求量#在此基础上#研究

组给予静脉滴注羟乙基淀粉注射液
*$,

"

,3-

$规格!

$,

@

羟乙基淀粉
*,$

"

,3-

#

-3&

@

氯化钠溶液#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Y6,,&,,*$

#产地!德国费森尤斯公司%进

行
%22

#输注速率按照
*&JX

"

Q

@

和
6&JX

"

JBC

快

速输入#当患者
2!.

稳定在
6&U

!

$,U

时改用乳酸

钠林格注射液#并减慢输注速率)对照组给予静脉滴

注乳酸林格液
&,,JX

)术中根据患者失血量*尿量及

生理需求补充乳酸钠林格注射液和
+U

羟乙基淀粉

*$,

"

,3-

)当术中患者
2!.

$

6&U

或
2L

减到
/,

@

"

X

时#输入同型异体浓缩红细胞#以保证
2!.

%

6&U

)

$31

!

观察指标
!

凝血功能指标!采用凝固法检测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

$

c]F

%*凝血酶原时间$

#.

%和凝血时间$

!.

%#所选试

剂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的原装配套试剂)

具体操作过程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

)血

流动力学指标!采用监护仪检测在输注前$

.*

%*输注

毕$

.6

%和输注后
$,JBC

$

.$

%的心率$

2)

%*平均动脉

压$

'%#

%和中心静脉压$

!R#

%)

$32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a#aa*/3,

软件对所得数据

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例数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6 检验#等级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

若符合正态分布以
Jb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变化比较
!

.*

时#两组

的
c]F

*

%#..

*

#.

和
!.

等凝血功能指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

.6

时#两组
c]F

均降低#

%#..

*

#.

和
!.

均延长#但组内及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3,&

%&

.$

时#两组
c]F

均明显降低#

%#..

*

#.

均明显延长#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3,&

%)见表
*

)

/3/

!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比较
!

在
.*

时#

两组
2)

*

'%#

和
!R#

等血流动力学指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3,&

%&

.6

*

.$

时两组的
2)

均较
.*

时升高#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

和

!R#

在
.6

时均上升#在
.$

时均下降#变化仍在正常

范围内)见表
6

)

表
*

!!

两组输注前后各项凝血功能指标变化比较$

JbD

%

项目
.

c]F

$

J

@

"

GX

%

.* .6 .$

%#..

$

A

%

.* .6 .$

研究组
$* $/*b&0

$+0b-*

!

60,b$6

EL

$6b& $$b+

$/b+

EL

对照组
6$ $0+b&4

$-+b-,

E

$$&b6/

EL

$$b- $-b- $+b&

!

? ,3$$, *3/$6 03+00 ,3*&* ,3*66 $3&/*

! ,30-6 ,3,0$ ,3,,, ,3//* ,34,- ,3,,*

项目
.

#.

$

A

%

.* .6 .$

!.

$

A

%

.* .6 .$

研究组
$* *63&b*3* *63/b*36 *$3&b*3* *+3$b*30 *+34b636

*03$b*3*

E

对照组
6$ *630b*36

*$3-b*3$

E

*-3*b,30

EL

*+3/b*3+ *+3/b$3*

*03*b*36

E

? *3/,, *3/*- 63*+6 *3,4* ,36*, ,3--4

! ,3$0/ ,3,0& ,3,$& ,36/, ,3/$- ,3+&+

!!

注!与组内
.*

时相比#

E

!

$

,3,&

&与组内
.6

时相比#

L

!

$

,3,&

表
6

!!

两组输注前后各项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

JbD

%

项目
.

2)

$次"分%

.* .6 .$

'%#

$

JJ2

@

%

.* .6 .$

!R#

$

JJ2

@

%

.* .6 .$

研究组
$* 0*36b+3+

/*3*b036

E

0436b&3*

E

4*3*b+36

*,*3*b/34

E

/43*b&3/

L

/3*b*36

*,3+b63-

E

/34b*36

L

对照组
6$ 0,34b+3&

/$30b03-

E

/*3$b-3+

E

4636b+3-

*,$3-b03/

E

4,3-b+3+

L

/3+b*3*

**3$b63*

E

43*b*3$

L

? ,36,- *36+4 *3+6/ ,3+-$ ,344& ,30/, *3&,0 *3,0+ ,3+$+

! ,3/$4 ,36*, ,3**, ,3&6$ ,3$6- ,3-$4 ,3*$/ ,36/0 ,3&6/

!!

注!与组内
.*

时相比#

E

!

$

,3,&

&与组内
.6

时相比#

L

!

$

,3,&

'

!

讨
!!

论

%12

是术前麻醉后采集适量患者血液#并输入

等量胶体液#在稀释中机体血容量保持不变以达到稀

释血液的目的#术后将血液回输机体以达到围术期节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EL'9G!<BC

!

YECKE=

I

6,*/

!

R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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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血液的效果'

&

(

#而
%22

是术前麻醉后快速输注晶

体液#在稀释中适量增加机体血容量#提高患者对机

体失血的耐受性#以降低围术期异体输血的可能

性'

+

(

)相关专家及学者研究指出#

%22

作为一种较

新的血液保护方法#优越性较大#在术前麻醉后注入

异丙酚*异氟醚以减轻外周血管阻力#并降低心脏负

荷#待稳定后静脉输注羟乙基淀粉#有效改善机体血

液循环时出现血量不足现象'

07/

(

)当前#

%22

对老年

腰硬麻醉患者的凝血功能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尚未

清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老年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在外科手术中出血量较

大#多者可达
&,,JX

以上)现代血液输注理论认为#

在外科手术围术期#若
2!.

'

6&U

*

2L

'

/,

@

"

X

时#

血液循环处于稳定状态#则无需进行输血操作'

4

(

#采

用
%22

血液保护尤为重要)

%22

主要作用机制!

$

*

%可快速补充血容量#增强机体收缩性#以改善机体

心搏量&$

6

%可降低机体外周血管阻力和血液黏滞度#

减轻心脏负荷#加速血流#以增加静脉回心血量#同时

增加心排血量&$

$

%若外周阻力不能适应容量负荷的

增加时#易引发心功能损害'

*,

(

)在临床进行
%22

操

作时#为避免对心肺功能产生不良影响#需严格控制

输注量和输注速度#同时采取吸入异氟醚等麻醉药*

椎管内阻滞等有效方式以降低外周阻力'

**

(

#改善机体

循环血量)本研究术前麻醉后行
%22

操作#患者术

前因禁食禁饮处于脱水状态#外周血管收缩#麻醉后

外周血管阻力减少#血管容量扩张以保证机体容纳大

量输注液体#以维持机体血液循环处于稳定状态)本

研究结果显示#在血液稀释前后#两组机体
2)

*

'%#

和
!R#

等血流动力学指标均处于平稳状态#血流动

力学指标均未出现异常变化#表明
%22

血液保护方

法对机体血流动力学指标影响不明显)

%22

对机体凝血功能的影响体现在血液稀释度

和血液凝固的理化性质上#有学者研究表明#

%22

可

稀释血液中凝血因子#但对凝血功能的改变并不明

显'

*6

(

)另有学者研究指出#机体内血小板数量不少于

+,̀ *,

*6

"

X

#凝血因子与正常值相比#不低于其
$,U

#

则机体凝血功能正常#机体不会出现异常出血现

象'

*$

(

)羟乙基淀粉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血浆代用品#

可有效稀释血液#改善机体血液循环和微循环#且具

有较高的携氧能力#利于机体组织和器官的供给和代

谢&可快速清除血浆和组织中的蓄积物#可适度长时

间输注并不会产生凝血功能障碍'

*-

(

)本研究结果显

示#输注后两组的
%#..

和
#.

均延长#研究组的延

长时间远小于对照组#提示
%22

血液保护方法对机

体凝血功能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

%22

对老年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围术

期凝血功能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较小#改善围术期血

液流变性#减少异体输血的危害性#保证机体血液循

环功能的稳定性#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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