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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肝功能正常%

(*

&

!3

患者呼之能应"带管行胸!头部
O]

后回重症监护病房%

术中出血
1""AX

"尿量
*""AX

"总输液量
1$3"AX

%

O]

示&

心影增大"双肺符合肺水肿改变%深静脉血液细胞学检查&羊

水有形物阳性%经积极心肺复苏和强心!利尿处理"患者成功

获救"

((%

后康复出院!未留任何后遗症%

#

!

讨
!!

论

2c=

是指在分娩过程中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循环引起急

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_>O

+!肾衰竭或突

然死亡的分娩严重并发症"可发生于足月妊娠时也可发生于妊

娠早中期流产(

(

)

%

2c=

的发病率相差较大"国外为
(

'

0"""

!

(

'

0""""

"国内统计为
(

'

#"""

!

(

'

1++"++0

"产妇死亡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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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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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的病因至今尚不清楚"传统的观点认为
2c=

导致肺

部血管机械性梗阻"引起肺动脉高压!急性肺水肿!左心衰!低

血压!低氧血症以致产生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近年研究认

为"

2c=

的核心问题是过敏反应"建议命名为妊娠过敏反应综

合征(

1

)

%

2c=

可发生在产前!产时以及产后
!09

内"但产时发生

约占
$"@

%

2c=

典型的临床表现包括肺动脉高压和呼吸循环

衰竭!全身出血倾向和
_>O

!急性肾衰竭和多脏器衰竭
#

个

阶段(

#/3

)

%所以"分娩前后突然发生不能用其他疾病解释的呼

吸困难!寒战!休克!心搏骤停等临床症状时"要警惕

2c=

%

本例患者在心搏骤停后"立即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应用

肾上腺素!激素等抗过敏治疗"以及氨茶碱解除肺血管痉挛和

支气管痉挛"肝素防纤溶等治疗及时"患者经历了第
(

阶段"没

有进入第
1

阶段%后经肺部
O]

提示左心衰竭!肺水肿的改

变"符合
2c=

肺损伤的改变%

本例患者抢救成功的经验&*

(

+麻醉科医师对
2c=

警惕性

较高"诊断迅速!治疗及时"并在治疗的同时积极寻找诊断依

据%因为
2c=

是一种少见而又危险的产科并发症"死亡率极

高"半数以上的患者在发病
(9

内死亡%*

1

+立即胸外心脏按

压!气管插管!呼吸机正压给氧"迅速!有效的纠正低氧和低灌

注状态是本例抢救成功的关键%*

#

+迅速抗过敏治疗"解除肺

血管痉挛和支气管痉挛"改善心功能"肝素防纤溶对挽救产妇

生命!改善产妇预后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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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注射液对失血性休克患者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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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注射液是生脉散经改型制成的中成药注射液"已用于

各种危重患者的救治(

(

)

%本科于近年来将该药应用于失血性

休克患者的救治"观察失血性休克患者围术期的临床疗效"对

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循环功能的影响进行评价"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失血性休克患者
0(

例中男
!(

例"女
!"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0

例"平均年龄*

1*)$d

3)0

+岁-治疗组
!#

例"平均年龄*

#()*d#)0

+岁%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具有可比性%

!)"

!

麻醉方法与观察指标
!

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身麻醉"麻醉

诱导采用咪达唑仑
#

!

3A

D

!芬太尼
")(

!

")1A

D

!依托咪酯

("

!

(3A

D

!苯磺酸阿曲库铵
13A

D

%手术开始后"治疗组静脉

注射生脉注射液
1"

!

!"AX

"分别于注射生脉注射液前*使用

前+!注射生脉注射液
#"

!

+"

!

*"

和
(1"A'.

后观察平均动脉

压*

G2M

+!心率*

TQ

+!尿量!脉搏血氧饱和度*

E

?

V

1

+%两组患

者在手术中均采用相同的液体治疗方法%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EMEE(#)"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
GdA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麻醉后两组患者各项观察指标均较麻醉前明显改变*

!

$

")"3

+"且治疗组的效果好于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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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表
(

!!

两组患者
G2M

(

TQ

(尿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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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

变化#

GdA

$

指标 组别
'

麻醉前
麻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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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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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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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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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
!# $")+*d+)(1 *1)(*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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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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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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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

TQ

*次'分+ 对照组
#0 *0)1#d$)*0 *")1#d*)03 00)+1d*)*0

"

03)(0d+)+0

"

$*)(0d$)##

"

治疗组
!# *+)#0d*)0* 0*)0(d$)+0

"

0")(3d$)11

")

$0)1+d$)0*

")

$0)#3d+)3*

"

尿量(

AX

'*

[

D

/

9

+) 对照组
#0 ")#3d")"* ")!#d")"0

"

")++d")1(

"

")*+d")##

"

()(#d")10

"

治疗组
!# ")1+d")(( ")33d")($

")

()(3d")#1

")

()(*d")1*

")

()(*d")13

"

E

?

V

1

对照组
#0 *")#1d#)1$ *()1#d1)30 *+)#1d$)03

"

*+)*0d0)#1

"

*0)#+d+)13

"

治疗组
!# 0*)+0d3)!# *!)#3d#)30

")

*0)+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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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0

"

*0)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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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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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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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组麻醉前比较-

)

!

$

")"3

"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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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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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注射液近年来在内科临床运用较多"临床上常用于治

疗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中毒性休克!失血性休克及冠心

病等属气阴两虚患者(

(

)

%

生脉注射液中人参性甘温"益气生津以补肺"肺气旺则五

脏之气皆旺-麦冬性甘寒"养阴清热!润肺生津-人参!麦冬合

用"则益气养阴之功益彰%五味子敛肺止汗!生津止渴"

#

药合

用使气复津生!汗止阴存!脉得气存"则可复生(

1

)

%

研究表明"生脉注射液能抑制心肌细胞膜上
L7

j

/R

j

/

2]M

酶"使心肌糖原代谢降到最低水平"降低耗氧量"增强收

缩力"对急性心肌缺血具有保护作用"能提高心肌对缺氧的耐

受力"改善冠脉血流%同时"研究证明麦冬能增强机体对垂体

肾上腺皮质功能作用"能提高机体适应性及应激能力"提高机

体对治疗性药物的敏感性(

#

)

%近年的研究发现"生脉注射液能

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

*

]Lc

,

+!

O

反应蛋白*

OQM

+的表达"能显

著改善复苏后失血性休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和组织灌注(

!/+

)

"

复合
!@

琥珀酰明胶能明显改善失血性休克大鼠微循环障碍"

降低血黏度(

$

)

%

本实验观察到"术中注射生脉注射液能明显改善机体血流

动力学指标和
E

?

V

1

"表明注射生脉注射液后"组织微循环的灌

注也得到明显改善%生脉注射液对失血性休克的治疗作用机

制除上述方面外"还通过增加心肌收缩力!提高心排量"进而提

高机体有效灌注压"改善微循环"提高机体适应性和敏感性"从

而较好的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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