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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发现高压氧( î?)可以降低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P̂A)的伤残率和病死率$因而用

于 P̂A的治疗$但临床报道所使用的治疗压力及疗效各不相同% 该文通过观察 î?治疗前后机体氧化*抗氧化水

平变化$脑血管舒缩调节因子和神经行为评分(8i89)的变化$探讨不同压力 î?治疗对 P̂A的疗效% 方法&随

机将收治的 F" 例 P̂A患儿按所使用的治疗压即绝对压(9C9)的不同分别分 !7% 9C9$!7< 9C9$!7F 9C9三组$采

用不同压力 î?治疗$每天 ! 次$: 2 为一疗程% 各组均在 î?第一次治疗前和最后一次治疗后$测血清 @e9$

G?e$8?$8?G$查8i89和眼底% 结果&> 组不同压力 î?治疗前后患儿血清@e9$G?e$8?$8?G比较$ 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7d"7"!)#!7% 9C9和 !7F 9C9高压氧治疗后患儿血清 @e9$G?e$8?$8?G 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7d"7"<)% > 组治疗前后患儿8i89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7d"7"<)% > 组不同压力 î?治疗前后患儿眼

底检查无异常% 结论& !7% 9C9$!7< 9C9$!7F 9C9> 组压力 î?综合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过程中$随着

压力的增高机体抗氧能力逐渐增强$至 !7F 9C9时@e9均值最低$G?e均值最高% 8?$8?G 含量较治疗前下降%

> 组压力的 î?综合治疗 P̂A均安全*有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HH &$H%"

!关&键&词"&高压氧# 缺氧缺血性脑病# 新生儿

!中图分类号"&H:##&&!文献标识码"&9&&!文章编号"&!""$ ;$$>"(#""$)"# ;"!>> ;">

T88/4-4= )81=*62?-2/4)P=960.162-*= +0;62;/886260.*2677+267)006)0-.-,1=*)P/4Y

/74163/46046*1-,)*-.1=

!"G-A(,IN1)$ +-%M1)<IF,)$ "-#$%N1)IS,)<$ ND!'()I!',$ "#$NMITM)./(01234()356$(5)135@5<>$ A15L1) J1I

3(2)1@1)8 C',@8 "(1@3' C12("5:0,31@56&'()U'()$ &'()U'()$ %M1)<85)< <!$!">$ C',)1 (+-%IF$ D41,@& @M<B!!!!S>1I

'55.954.9))

&&>?7.2-4.& @?A64./B6&G,/.4.T.34W( (3TT(,Y* -(3-(Z0.4U34)W,aZR.* ( î?) W3* 2.W4.3T.-(.43-.,X/,4-36)-Z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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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4-(.430Z(7d"7"<)7C(.!7F 9C9 î?R4,V0 36T,T(,Y.2 )*W4.3T.2 G?e3*2 2.W4.3T.2 @e96.[.6TW,/034.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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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2;7&& Ẑ0.4U34)W,aZR.*# Ẑ0,a)W])TW(./)W.*W.0(36,03-(Z#8.,*3-.

&&高压氧((Z0.4U34)W,aZR.*3-),*$ î?)可改善组

织供氧的弥散作用$恢复缺氧缺血脑细胞的正常能

量代谢$挽救濒死的细胞$因而可用于 P̂A的治

疗!!"

% 国内大量临床报道也表明 î?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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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的伤残率和病死率!#$>"

%

由于新生儿有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和生理特点$

目前对新生儿 P̂A使用 î?的利弊仍存在较大争

议$临床报道所使用的治疗压力及疗效也各不相同%

近年来我科使用不同压力的 î?$综合治疗新生儿

P̂A% 在 î?治疗前后观察血清丙二醛(@e9)*超

氧化物歧化酶(G?e)*一氧化氮(8?)*一氧化氮合

酶(8?G)及新生儿神经行为测定(8i89)和眼底变

化% 了解 î?治疗前后机体内氧化和抗氧化程度

变化$及脑血管舒缩调节因子的变化$探讨不同压力

的 î?对新生儿 P̂A的治疗疗效%

$G资料和方法

$7$G一般资料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

监护中心住院的 F" 例 P̂A患儿% 男 %= 例$女 !!

例$均系 >: b%# 周足月儿$入院时日龄均在生后 : 2

内% 诊断标准符合由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

学组于 #""% 年 !! 月修订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

病诊断标准.

!%"

$ 临床分度符合-新生儿缺氧缺血

性脑病诊断依据和临床分度.

!<"

$其中中度 >$ 例$

重度 ## 例%

$7!G高压氧治疗方法

随机将收治的 F" 例 P̂A患儿按所使用治疗压

力的不同分为 > 组$每组分别为 #" 例$治疗压均用

绝对压(9C9)表示$即附加压与大气中原有的一个

压力之和等于绝对压% 组间病情分度&!7% 9C9组

中度 !% 例$重度 F 例% !7< 9C9组中度 !# 例$重度

$ 例% !7F 9C9组中度 !# 例$重度 $ 例% 患儿病情

分度与组间分布差异无显著性% > 组同时按常规给

予+三项支持和三项对症,治疗$在生命体征稳定后

行 î?治疗% 高压氧开始治疗的时间均在生后

: b#" 2内% 选用 mB'"7<J! 型单人透明婴儿氧舱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 :"! 研究所制造)$分别采

用 !7% 9C9$!7< 9C9$!7F 9C9> 组不同压力行

î?治疗% 其中&洗舱 !" /)*(舱门留一缝隙$使舱

内压力保持在 ! 9C9)$吸氧浓度均为 $"` b="`$

稳压时间为 >" /)*$每天 ! 次$: 2 为一疗程% î?

第 ! 次治疗前和最后 ! 次治疗后观察血清 @e9$

G?e$8?$8?G及8i89*眼底变化%

$7HG检测方法

> 组患儿在高压氧舱第 ! 次治疗前 >" /)*和最

后 ! 次治疗后 >" /)*$分别抽桡静脉血 > /B#离心

后取血清冷冻于 ;#"o冰箱$择时检测% 血清

@e9$G?e$8?$8?G 测定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提供%

$7NG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以均数 c标准差(Oc:)表示$采用

G1GG!!7" 软件包处理$配对资料3检验和独立样本3

检验%

!G结果

!L$G不同压力 RM@治疗前后血清 CW>#U@W#

Z@#Z@U比较

> 组不同压力 î?治疗后患儿血 G?e上升$

@e9$8?$8?G下降$同一组压力治疗前后血 @e9$

G?e$8?$8?G比较差异有显著性(7d"7"!)$(表 !)%

!L!G不同组间治疗后血清 CW>#U@W#Z@#Z@U

比较

!7F 9C9与 !7% 9C9压力治疗后血 @e9$

G?e$8?$8?G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7d"7"<)% !7F

9C9与 !7< 9C9治疗后血 @e9$G?e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7d"7"<)% 说明随着压力的提高$血@e9$

8?$8?G水平逐渐下降$G?e逐渐上升(表 #)%

表 $G不同压力RM@治疗前后血清CW>#U@W#Z@#Z@U比较

分组 例
@e9(*/,6JB)

前&& 后&&

G?e(8jJ/B)

前&& 后&&

8?(

!

/,6JB)

前 后

8?G(jJ/B)

前 后

î?!7% #" F7:F c!7!% <7$% c!7!! !"<7<$ c!=7<> !#>7!! c!=7>= !!:7=# c!:7:> !">7$% c!F7$= :<7!F c!7F! <=7<$ c>7%<

î?!7< #" :7!> c!7"< <7<F c"7$= !"%7"< c#"7F" !#:7$: c!<7!% !!%7<= c!F7"F ==7:: c!F7<! :%7:= c>7>F <:7F# c>7"#

î?!7F #" :7:: c!7$" <7## c!7<> !":7=F c!:7:# !>F7$> c!!7#> !!%7>F c!$7!< =#7F> c#"7== :%7!# c>7%: <F7FF c#7##

&&注& 同一组治疗前后比较$均7d"7"!

表 !GH 组不同压力RM@治疗后血清CW>#U@W#Z@#Z@U比较
(Oc:)

组别 例数 @e9(*/,6JB) G?e(8jJ/B) 8?(

!

/,6JB) 8?G(jJ/B)

î?!7% #" <7$% c!7!! !#>7!! c!=7>= !">7$% c!F7$= <=7<$ c>7%<

î?!7< #"

<7<F c"7$=

3

!#:7$: c!<7!%

3

==7:: c!F7<! <:7F# c>7"#

î?!7F #"

<7## c!7<>

U

!>F7$> c!!7#>

U

=#7F> c#"7==

U

<F7FF c#7##

U

&&3&与 !7F 9C9组相比$7d"7"<# U&与 !7% 9C9组相比$7d"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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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G不同压力RM@治疗前后ZMZ>比较

> 组不同压力 î?治疗后患儿 8i89评分均

增高$治疗前后 8i89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7d

"7"!)$ (表 >)% î?治疗后$中重度分型8i89评

分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7d"7"!)$(表 %)%

&&表 HG不同压力RM@治疗前后ZMZ>评分比较

(Oc:$) L#")

î?!7% î?!7< î?!7F

î?前 >%7#" c%7>F >#7#< cF7!F >!7F" cF7=%

î?后 >F7>< c!7$= ><7$" c>7$F ><7#< c>7#=

3 ;>7:> ;%7:= ;>7>=

7 d"7"! d"7"! d"7"!

表 NG不同压力RM@治疗后中重度分型ZMZ>评分

比较
(Oc:$) L#")

组别 中度 重度 3 7

î?!7% >:7#= c"7F! >%7!: c#7!% <7!< d"7"!

î?!7< >:7<$ c"7<# >>7!> c<7!% >7"# d"7"!

î?!7F >:7"$ c"7== >#7<" c>7F %7!F d"7"!

!7NG眼底检查

> 组不同压力 î?治疗前后患儿眼底检查无

异常%

HG讨论

î?用于治疗新生儿疾病已有多年的历史$国

内外多数动物实验表明 î?对 P̂A有效$可减轻神

经元损伤$促进远期修复!F b$"

% 动物实验显示$在缺

氧]再灌注操作损伤中$脑损伤的程度与脂质过氧化

终产物丙二醛(@e9)的水平呈一种平行的关系!="

%

传统观点认为高压氧可导致脂质过氧化系统

(B1?)被激活$氧自由基增多!!""

$目前越来越多的

研究表明$ î?并非都激活脂质过氧化反应$治疗

剂量的 î?可使原本升高的 B1?降低$而 G?e则

增高或无变化!!!"

% 本文结果显示 !7% 9C9$!7<

9C9$!7F 9C9每组压力治疗前后血 @e9*G?e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 î?综合治疗后 !7F 9C9与 !7%

9C9*!7F 9C9与 !7< 9C9组比较血 @e9$G?e含

量$差异有显著性% 说明在 > 组不同压力 î?综合

治疗 P̂A过程中$随着压力的增高$ 血清@e9逐渐

下降$G?e活力逐渐上升$机体抗氧能力逐渐增强$

至 !7F 9C9时 @e9均值最低$G?e均值最高% 合

理的 î?治疗压力不会造成机体的氧化损伤% 这

与文献报道!!"适当的 î?治疗使缺氧缺血性脑损

伤新生大鼠脑组织匀浆中原本降低的 G?e含量升

高$同时使原本增高的@e9水平下降相一致%

8?$8?G 作为脑血管舒缩主要调节因子$在脑

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具有生理和病理双重作用!!#"

$动

态监测其变化$可判断 P̂A患儿预后% 8?是一种

活性很强的自由基$迅速明显增加的 8?G*8?有神

经毒性作用% 本文 !7% 9C9$!7< 9C9$!7F 9C9每

组压力治疗前后血 8?$8?G 含量明显下降% !7F

9C9与 !7% 9C9两种压力治疗后血 8?$8?G 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说明随着压力的增高$ 血 8?$8?G

逐渐下降%

本文患儿不同压力 î?治疗前后8i89比较$

评分均增高% 重度与中度 P̂A患儿 î?治疗后$

8i89评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性$中度 P̂A患儿愈后较

重度的好% > 组治疗压力在相同的稳压时间下$!7F

9C9 î?治疗新生儿 P̂A疗效最佳% !7% 9C9$!7<

9C9$!7F 9C9 î?综合治疗 P̂A均安全*有效% 更

高压力的 î?治疗效果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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