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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血浆胶体渗透压*

OVM

+是对抗水分由血管向组织

转移的最重要力量"对于稳定血容量!预防组织水肿有重要作

用(

(/#

)

%为此"作者在心脏瓣膜置换术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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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变

化规律"以及对肺功能!血清乳酸*

X78

+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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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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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因瓣膜病变在体外循环下行心内直视人

工瓣膜置换术的成年患者"根据病情术前予强心利尿!治疗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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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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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醉诱导"如有肺淤血"给予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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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注%麻醉维持采用咪达

唑仑!舒芬太尼!维库溴铵和七氟醚"体外循环期间停用七氟

醚%呼吸机均采用定容模式"潮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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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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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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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巴胺维持收缩压在
*"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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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体外循环停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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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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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此项未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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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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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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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54F/V9A4%7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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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购于美国
>X

实验仪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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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循环方法
!

采用不停跳体外循环法"体外循环期间

维持平均动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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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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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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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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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体外循环目标是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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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范

围%循环液配制方案&

3@

碳酸氢钠
()3AX

'

[

D

!

1"@

甘露醇
3

AX

'

[

D

!硫酸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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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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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钾
")3AA&: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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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3A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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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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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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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

[

D

"其余由林格氏液补足"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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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

[

D

"不超过
1"""AX

%若患者麻醉后
T85

大于

")!"

"在体外循环前由腔静脉旁路引流肝素血
#""

!

0""AX

"

存放于储血袋中"停机后回输%体外循环期间如果
OVM

$

(3

AA T

D

"输注万汶
3

!

("AX

'

[

D

"维持
OVM

%

(3AA T

D

-

G2M

降低则加大灌注流量"间断注射苯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容

量不足则输注新鲜冰冻血浆
1""

!

3""AX

"同时伴
T85

降低则

回输肝素血或输注红细胞悬液%

!)F

!

数据采集
!

OVM

由
VLRVG=]=QZG]*1#OVM

测定

仪检测-肺容量
/

压力曲线中的达因*

O%

B

.

+!平均气道压

*

MA47.

+!气道压峰值*

M47[

+以及吸入氧浓度*

c'V

1

+由麻醉机

直接读取-

X78

及血气分析由
W4AM64A'46#"""

血气分析仪检

测%根据
c'V

1

和动脉血氧分压*

M7V

1

+计算氧合指数*

V>

+"

V>

iM7V

1

'

c'V

1

%设立麻醉后
3A'.

*

](

+!体外循环开始后
3A'.

*

]1

+!体外循环结果后
3A'.

*

]#

+!手术结束时*

]!

+共
!

个时

间点"由桡动脉采血检测
OVM

!

X78

"并进行血气分析"记录

](

!

]#

!

]!

时间点呼吸机械力学数据"体外循环期间关闭呼吸

机"低流量吹入纯氧"维持气道压力在
0

!

("8A T

1

V

"不记录

]1

时呼吸力学数据及
V>

%

!)G

!

统计学处理
!

用
EMEE(#)"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数据以
GdA

表示"不同时间点指标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数据方

差分析%

"

!

结
!!

果

全部患者无围术期死亡"改用心脏停搏直视手术
1

例"发

生严重过敏反应
(

例"均剔除研究数据"共获得有效数据
#1

例%体外循环时间*

(("d1()3

+

A'.

"手术时间*

1!$d!!)#

+

A'.

%不同时间点
OVM

!

X78

!

V>

!

O%

B

.

及
M47[

的变化见表
(

%

#

!

讨
!!

论

人体血浆
OVM

的
$"@

!

0"@

由清蛋白形成(

!

)

"其余由纤

维蛋白原!球蛋白等大分子非离子物质形成%正常的
OVM

是

对抗水分由血管向组织转移的最重要力量"对于稳定血容量!

预防组织水肿有重要作用%体外循环过程中"由于血液稀释!

蛋白变性!蛋白渗出血管外等原因导致血浆蛋白减少"血浆蛋

白的减少必然会引起
OVM

的降低(

3

)

%

OVM

低于
(+AAT

D

时

血管保水能力减弱"大量液体移至组织间隙"引起液体在肺!心

肌!肠壁及外周组织聚集"进而影响术后呼吸功能!心功能!肠

道运动和伤口愈合(

+

)

%肺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易损器官"体

外循环后均有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减退%主要原因为全身炎症

反应!缺血'再灌注损伤%其病理基础是肺泡内皮的通透性增

加"导致肺间质水肿!细胞液外渗及肺血管阻力升高"炎性细胞

因子降解肺超微结构引起肺损伤(

$

)

%肺毛细血管压力低于

OVM

"因而正常肺组织无组织液生成"能保持肺的弹性和干燥%

体外循环期间
OVM

的降低不利于肺功能的保护"阻止体外循

环期间晶体液的摄入及
OVM

的降低可以使接受心脏外科手术

患者避免相关的心!肺功能损害(

0

)

%本研究结果显示"体外循

环开始后
OVM

显著降低"持续至手术结束"与国内外报道基本

一致(

*/(1

)

%体外循环开始后
O%

B

.

!

V>

亦有不同程度下降"并持

续至手术结束"说明体外循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肺损伤%本研

究中绝大多数病例能维持
OVM

%

(+AA T

D

"虽然个别病例体

外循环开始后
OVM

$

(+AA T

D

"但很快能够纠正"不会因为

OVM

的降低导致肺积水增多"损伤肺功能%本研究中无严重

肺功能损害病例"可能亦得益于
OVM

的合理控制%

X78

是无氧糖酵解的最终产物"对机体酸碱平衡起着重要

作用"是体内基础代谢及组织内部氧供求关系的标志%心脏手

术后易出现高
X78

血症"与体外循环期间的低温!低灌注状况

有关"当体外循环后期体温恢复正常后"原来低灌注的血管床

开放并释放出大量的
X78

"进入体外循环造成
X78

增高%李景

文等(

(#

)通过对婴幼儿体外循环期间
X78

变化的研究认为麻

醉!手术及体外循环均能显著影响
X78

浓度"表现为体外循环

开始后逐渐上升"停机后达到高峰"可以作为判断预后的一个

指标%本研究也发现体外循环开始后
X78

逐渐上升"持续至手

术结束"提示
X78

的变化是由于体外循环期间的血液稀释!组

织器官血流改变!组织氧供需失衡造成的%

总之"心脏外科手术中维持合理的
OVM

有助于减轻组织水

肿"改善组织氧供"减轻体外循环后肺损伤的程度"改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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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术后疼痛是伤害性刺激作用于机体所引起的一种复杂的

生理心理反应%同种异体肾移植患者由于手术创伤失血及术

后疼痛可导致体内应激反应增强"引起术后肾血管收缩"肾血

流减少"不利于移植肾血液灌注及移植肾复苏%多模式镇痛是

联合应用不同作用机制的镇痛药物或不同的镇痛措施"通过多

条途径产生镇痛作用"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并减少不良反应"是

术后镇痛的主要发展方向"目前已被大家认可"争议在于具体

方法搭配和药物的复合选择(

(

)

%

有研究表明用吗啡进行
MO2

能有效缓解术后疼痛"促进

移植肾复苏(

1/#

)

%本组观察了
#

种不同配方和给药模式镇痛的

临床应用效果"结果显示均能不同程度缓解术后疼痛"

2

!

Z

组

镇痛效果比
O

组好"与国内研究结果相同(

!/3

)

%其原因可能与

MO2

模式有背景输注量"能维持一定的镇痛药物浓度有关"且

患者自己控制给药可及时提高体内镇痛药物浓度"患者在心理

上减小了对疼痛的恐惧并有一定的安全感%但
Z

组患者自控

给药次数明显高于
2

组*

!

$

")"3

+"这可能与
Z

组的给药途径

和单一的镇痛位点有关%而
O

组由于患者体内药物浓度峰值

的高低变化"易导致患者的过度镇静或镇痛不足%

血浆内皮素由内皮细胞合成"在疼痛!焦虑等应激情况下

会明显升高"被认为是应激反应的敏感指标(

+

)

"在肾功能能严

重受损时"血浆内皮素的增加会进一步引起肾脏血管的收缩"

肾血流量和肾小球滤过率减少"进而使尿量减少(

$

)

%国内研究

表明
MO2

能有效减轻肾移植手术患者疼痛"减少应激反

应(

0/((

)

%本研究结果也相同"且
2

组术后
1!9

的血浆内皮素!

尿素氮!肌酐含量较
Z

!

O

组下降明显*

!

$

")"3

+%表明
2

组

采用的方法能更有效消除术后疼痛"阻断交感神经的兴奋性"

减轻患者术后应激反应"抑制儿茶酚胺!抗利尿激素!肾素血管

紧张素!皮质醇释放"扩张肾血管"增加移植肾的血流灌注(

(1

)

%

其机制可能与硬膜外腔持续给予局麻醉药和吗啡类药物有关"

一方面两种药物可发挥不同途径的镇痛作用"增强镇痛效果-

另一方面从椎管水平阻断疼痛传入中枢"能有效阻滞交感神经

的兴奋性"抑制体内大量激素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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