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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机械通气对小儿体外循环术后 ZXH# ZXH!" 及 R8VH

,

的影响

黄鹏!周文武!刘平波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湖南 长沙&]!"""A$

&&!摘&要"&目的&体外循环%'1B'术造成全身炎症因子水平升高#机械通气可能对其水平有一定影响* 该文探

讨不同机械通气模式对小儿'1B术后炎症因子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例'1B术后小儿随机分为

E组和B组#每组 Q"例#E组术后接受高潮气量H低1MM1机械通气#B组接受低潮气量H高1MM1机械通气#比较两组

血浆中ZXH##ZXH!"及R8VH

,

的水平在不同时间点的差异* 结果&两组患儿炎症因子在'1B结束时显著增高#在术后

! (达到峰值* 术后 ! (和 # (#E组炎症因子水平均高于B组* 结论&不同的机械通气模式对'1B术后全身炎症因

子水平有一定影响#低潮气量H高1MM1模式显著降低炎症因子水平*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A?$B%&Z?@ CZA?"

!关&键&词"&机械通气$ 体外循环$ 炎症因子$ 小儿

!中图分类号"&;A$#7!&&!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 %̀%Q"%$""%'"#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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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H## ZXH!" 3*2 R8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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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3?@4.2 S.L,4.,0.43-),*# 3--(..*2 ,L

-(.,0.43-),*# 3*2 ! 3*2 # (4?3L-.4,0.43-),*7;-$'.%$&J.4@/6.<.6?,LZXH## ZXH!" 3*2 R8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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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7 !!5)#< !"#%-/,=-+)*%&# >??@# A? %B'&Z?@ C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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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是体外循环%'1B'术后不可缺少的呼

吸支持措施#同时非生理性的机械通气使用对 '1B

术后肺损伤进一步加重#造成呼吸机相关肺损伤

%<.*-)63-,43??,:)3-.2 6@*C)*b@4>#5EXZ'* 本研究中#

两组 '1B术后患儿分别采用高潮气量H低 1MM1机

械通气和低潮气量H高 1MM1机械通气两种机械通

气模式* 细胞因子 ZXH##R8VH

,

已被证实在 '1B术

后促进炎症作用#而 ZXH!" 是 ZXH##R8VH

,

有效的抑

制剂!!"

#本研究从小儿'1B术后机械通气模式方面

探讨其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AJ材料与方法

选取 #" 例单纯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手术患儿*

排除肺部感染)肺不张)肺气肿)肺动脉高压以及严

重肝肾功能损害等* 其中男 $% 例%]#7A\'#女 Q$

例%UQ7Q\'* 年龄 ] l$" 月%!! m$7] 月'#体重

]7$ l!!7Q cC%A7% m!7% cC'* 随机分为两组&高潮

气量%!" l!$ /X̂cC'H低1MM1%Q lU :/I

$

P'机械

通气组%E组'#低潮气量%# l% /X̂cC'H高 1MM1

%# la :/I

$

P'机械通气组%B组'#每组 Q" 例*

手术均在全麻)中低温体外循环下进行#胸骨正

中切口进胸#常规建立体外循环#经右房切口或右室

流出道切口修补室缺* 平均体外循环时间为

Q$7A m#7U /)*#主动脉阻断时间为 $$7U mQ7A /)**

'1B中使用 J-,c.4-ZZZ型人工心肺机和 9)2.:,婴幼

儿膜式氧合器* 术后机械通气时间 a7$ m!7% (*

选取开胸前)'1B结束时)'1B后 ! ()'1B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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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点为标本采集时间#采集肝素抗凝桡动脉

血%Q """ 4̂/)* ]f 离心 !" /)*#取上清液保存于

%̀"f'* 测定所有标本 ZXH##ZXH!"#R8VH

,

水平*

统计学处理应用 J1JJ !Q7" 软件#各数据以均数 m

标准差%RmD'表示#行 F检验#Kk"7"U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J结果

两组患儿的一般情况#手术时间#阻升主动脉时

间#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无明显差异%表 !'* 两组

患儿血浆中 ZXH##ZXH!"#R8VH

,

水平在 '1B结束时

较开胸前均显著升高#在'1B结束 ! (后达到顶峰*

E组患儿血浆中 ZXH##ZXH!"#R8VH

,

水平在 '1B结

束 ! (和 # (后均较B组增高%表 $'*

表 AJ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RmD'

年龄

%月'

体重

%cC'

手术时间

%/)*'

阻升主动脉

时间%/)*'

呼吸机辅助

时间%('

E组 !" m$7Q A7Q m!7U !$U7% m$%7$ $!7Q m]7! a7$ m$7Q

B组 !! m$7# A7" m!7A !QQ7$ m$]7A $Q7! mQ7a a7U m$7%

表 >J两组患儿血浆WGMB#WGMA?#OH3M

!

含量比较
%RmD# 0Ĉ/X'

组别 项目 开胸前 手术结束时 术后 ! ( 术后 # (

E组 &&ZXH# #7AQ m!7%U ]%7]U m!#7]!

!%a7A$ m]$7!%

3

!$U7AA m$$7]U

3

&&ZXH!" !$7A# mQ7U# !a7U! mQ7%Q

#U"7U# mU#7"!

3

%U7Q# ma7%a

3

&&R8VH

,

$7%$ m"7%$ !]7aQ m$7UA

$]7QQ m#7UA

3

!$7]" m$7U

3

B组 &&ZXH# A7!$ m!7A% QU7]$ m%7#] aA7]U m!%7UA A!7A% m!U7$#

&&ZXH!" !Q7U] mQ7$A $!7UU mQ7#Q QU"7UA m]U7U$ U%7QU m!Q7$U

&&R8VH

,

$7Q% m"7%! !U7QQ m$7a% !#7U% m]7#A U7]# m!7U$

&&3&与B组比较#Kk"7"U

NJ讨论

体外循环术后肺损伤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除了手术本身对肺功能的损伤#术后机械通气对加

重肺损伤有一定影响* 早期大都认为 5EXZ是气压

伤% S34,-43@/3'和容量伤%<,6@-43@/3'导致* 随着

生物伤概念的提出#认为机械通气时肺泡的过度扩

张)反复开放与关闭时产生的剪切力以及局部肺的

塌陷能促发显著的炎症反应#进一步引起炎症级联

反应* 而保护性通气#如小潮气量通气和适当1MM1

的运用对减轻或者防止 5EXZ的发生发展可能起到

一定作用* 近年来许多研究显示#机械通气模式对

肺损伤)炎症因子产生有一定影响 !$"

#而在婴幼儿

方面研究较少* 本研究从不同机械通气模式方面来

探讨其对婴幼儿体外循环术后机体炎症因子的影

响*

目前#对于小儿体外循环术后#我们多采用高潮

气量H低1MM1来维持呼吸功能#但是越来越多的研

究认为这可能导致容量伤)气压伤)肺水肿等#使得

已损伤的肺组织损伤加重!Q#]"

* 这也是在我们临床

工作中常见的#其表现为非感染性的肺渗出影)肺氧

合障碍)肺顺应性降低等* 同时婴幼儿术后都可能

有部分肺不张#有效肺泡通气减少#在高潮气量通气

下就可导致正常肺泡内通气过度并对邻近不张的肺

区产生很高的牵引力#萎陷肺泡内液体渗出可导致

肺泡细胞进一步损伤#导致肺部通气 血̂流比恶

化!U##"

* R4./S63>等!A"对离体的鼠肺模型研究中发

现#随着潮气量的增加#肺泡灌洗液中的 R8VH

,

#ZXH

!B#ZXH##ZXH!" 呈增加的趋势#并据此提出机械通气

可明显影响肺部炎症因子和抗炎症因子的反应观

点* 同时提出若采用小潮气量加上高1MM1压力保

持肺泡的良好通气形态#减轻肺牵拉程度#从而降低

患者血清中的细胞因子含量* 通过大规模随机对照

研究#发现小潮气量机械通气能降低肺损伤*

;3*).4)等!%"对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研究发现#根据

压力H容量曲线来设定 5RH1MM1#发现肺泡灌洗液

%BEXV'和血浆中 ZXH!B#ZXH# 较通气前降低#证明

在减少通气损伤的情况下细胞因子)炎症介质都得

到控制*

ZXH# 是调节急性反应蛋白合成的主要物质#可

以敏感反应组织损伤程度#R8VH

,

是炎症反应中释

放最早)最重要的内源性介质!a"

* ZXH!" 是 R

I

$ 细

胞分泌的独特细胞因子#对 ZXH!

-

#ZXH##ZXH%#R8VH

,

等炎症因子有很强的抗炎和免疫抑制活性#在 '1B

时ZXH!" 具有心肺保护作用!!" "

#若炎症反应平衡被

打破#抗炎症因子会造成免疫抑制#本研究中的 ZXH

!" 在 '1B术后显著增高$术后血浆中促炎症因子

ZXH##R8VH

,

也显著升高#高潮气量H低 1MM1机械通

气组更显著!!!#!$"

*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高潮气量H低

1MM1机械通气对肺部损伤及全身炎症反应影响更

大#而小潮气量H高1MM1机械通气患儿血浆中促炎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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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因子水平明显低于对比组#由此可以认为这种通

气模式对术后辅助通气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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