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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肺灌洗术治疗尘肺病的发展及应用"

李永强 综述!熊
!

玮#

!戴晓天 审校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呼吸内科!重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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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尘肺#大容量肺灌洗术#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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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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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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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

Q

>CJK:I:>;:(;(

&是长期吸入大量二氧化硅*煤尘

或其他粉尘形成肺泡炎#导致肺脏形成以胶原纤维为主要成分

的矽结节与弥漫性*进行性间质纤维化的一种疾病#其结果将

导致肺功能不全*呼吸衰竭#进而死亡)现阶段尘肺病尚无特

效根治方法#通常采用肺灌洗*药物及中医药等综合性治疗措

施#其中大容量肺灌洗术$

NG:HCHJ>

E

HFBF

E

C

#

cWW

&是较有效

的治疗策略)本文将就
cWW

的发展*操作规范及治疗尘肺病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做一综述)

?

!

cWW

的发展

cWW

是在全麻下行双腔气管插管#一侧肺纯氧机械通气#

另一侧肺用灌洗液反复灌洗#通过清除吸入粉尘*炎症细胞*细

胞因子*免疫反应产物*异物等#达到治疗肺部疾病的目的)

cWW

最早始于
).<,

年#当时美国的
0FK;"CU

等'

)

(对患者

进行肺段灌洗来清除肺泡内沉积的物质#

).</

年
0FK;"CU

'

$

(成

功应用
cWW

治疗肺泡蛋白沉积症)

).@$

年美国
SF(:>

'

-

(将

cWW

应用于混合性尘肺治疗#

).@<

年国内学者将此技术引进

中国)

)..,

年前#国内*外
cWW

只能在一次全身麻醉后灌洗

一侧肺脏#数天以后再全身麻醉灌洗另一侧肺脏称之为单肺分

期灌洗)患者因此要遭受两次麻醉的风险#不但工作效率低#

而且粉尘排除量少#术后肺内残留的液体多#患者出现反复咳

嗽*咳痰以及低氧血症等不良反应)为突破这一难关#谈光新

和梁云鹏'

+

(探索研究出一次麻醉下-双肺同期灌洗技术.#通过

纯氧正压通气与负压吸引#使刚刚-进水.的肺脏迅速恢复肺功

能#从而使两肺同期灌洗成为现实)与-单肺分期灌洗.对比#

双膈同期灌洗术具有如下优点!$

)

&术中动脉血氧分压$

XF1

$

&

提高
-

倍#有效改善术中低氧血症#提高了手术安全性%$

$

&使

排尘效果提高
)

$

$

倍#吞尘巨噬细胞排出量提高
),

$

),,

倍#

提高了肺灌洗的有效性%$

-

&促进了肺内灌洗液的排出#使单肺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委医疗器械+强身壮体,行动专项项目%

$,),&&T+$@

&-第三军医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项目%

$,),̂ j3,.

&)

!

#

!

通

讯作者#

ACH

!

)-8)$-+8$$8

%

'?KF;H

!

R;:>

E

NC;<+

&

)$<*I:K

)



灌洗残留液量由$

)*)/_,*)8

&

W

降至$

,*-@_,*8

&

W

%$

+

&促进

了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生成#缩短了肺顺应性和肺功能恢复时

间%$

8

&使两肺灌洗的间隔时间由之前的
8

$

),9

#缩短到
<,

K;>

以内#大大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

年
+

月世界医学史上第
)

例双肺同期灌洗术在中国获得

成功)同年
)$

月#此项创新成果通过专家技术鉴定#此后该技

术在国内不断完善和成熟)

历经
+,

余年的临床应用发展#

cWW

已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治疗手段#其适应证主要包括!煤工尘肺*肺尘埃沉着症及其

他各种无机粉尘所致的尘肺及肺内粉尘沉着症#肺泡蛋白沉积

症#黏液黏稠症#慢性非局限性化脓性支气管扩张症#以痰液栓

阻塞为主的慢性感染性支气管炎#吸入性肺炎$含吸入粉末或

液体状异物的清除&#放射性粉尘吸入等)其禁忌证主要包括!

严重气管及支气管畸形#合并有活动性肺结核#胸膜下有直径

大于
$IK

的肺大泡#重度肺气肿#重度肺功能低下#合并心*

脑*肝*肾等主要脏器严重疾病或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恶

性肿瘤或免疫功能低下者等)

@

!

cWW

的方法

由陈志远等'

8

(主编的+

cWW

医疗护理常规及操作规程,#

详细描述了
cWW

各关键环节)其注意事项及简要步骤如下!

cWW

需由经验丰富的呼吸科*麻醉科医生及护士共同协助完

成#术前必须全面评估患者的一般情况及心肺功能#严格筛选

适应证#排除禁忌证#在手术室心电监护下经全麻诱导后#取平

卧位插入双腔气管插管#经纤维支气管镜定位#确保双肺分隔

满意后#对双肺进行纯氧通气约
$,K;>

#以消除肺泡腔中的氮

气#随后在呼气末隔离待灌洗的一侧肺#向灌洗侧肺灌入
-/Y

无菌生理盐水)灌洗瓶一般悬于距腋中线
-,

$

+,IK

高处#引

流瓶置于距腋中线
8,

$

<,IK

低处#根据患者肺容量#每次灌

入量
8,,

$

)8,,KW

#单肺灌洗次数
.

$

)$

次#以灌洗回收液由

黑色浑浊变为无色澄清为止#每次灌入时间
)

$

$K;>

#引流时

间
$

$

-K;>

#于第
-

*

<

*

.

*

)$

次引流未进行纯氧正压$

+ X̀F

以

内&通气并负压$

+

$

8 X̀F

&吸引#以提高血氧分压及排尘效果#

促进肺功能恢复)单肺灌洗完毕后规范使用呼气末正压

$

X''X

&行双肺纯氧通气#待灌洗肺达到如下指标后!$

)

&灌洗

肺内残留液基本排出和吸收%$

$

&灌洗肺呼吸音基本恢复%$

-

&

灌洗 肺 顺 应 性 接 近 灌 洗 前 水 平#气 道 压 降 到
$*.+ X̀F

$

-,IK3

$

1

&以下%$

+

&灌洗肺单肺通气
-K;>

后#血氧分压大

于
)-*- X̀F

%$

8

&患者生命体征*血气分析无明显酸碱紊乱#可

行另一侧肺灌洗)部分治疗中心在灌洗时还使用人工叩击胸

部和体位引流的方法加强异常物质的清除#说明在灌洗过程中

行人工胸部叩击和俯卧位#可以促进异常代谢物质清除)

A

!

cWW

对尘肺治疗的有效性

尘肺病是中国法定职业病之一#也是中国最严重的职业

病)尘肺患者长期吸入大量二氧化硅与其他粉尘#虽然其中绝

大部分通过人体自身的滤尘*运送和吞噬防御清除功能被排

除#但仍有
)Z

$

-Z

的粉尘长期滞留在细支气管*肺泡腔与肺

间质内)残留在肺内的粉尘被肺泡巨噬细胞吞噬#使其活化*

凋亡并分泌大量炎性因子和致纤维化因子#如反应性氧物质

$

012

&*反应性氮物质$

0!2

&*肿瘤坏死因子
"

$

A!7?

"

&*转化

生长因子
"

$

A&7?

"

&等#其中
A&7?

"

被大多数学者公认为是肺

纤维化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性细胞因子'

<

(

)这些细胞生长因子

一方面使炎症细胞浸润#肺泡巨噬细胞分化和成熟%另一方面

促进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进一步分泌和表达#形成复杂的细

胞因子网络#引起肺泡炎和肺纤维化#因此肺泡巨噬细胞活化

后释放的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在早期肺损伤中起主要作用'

/

(

)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能有效逆转肺纤维化或排出残留的粉

尘#针对尘肺患者始终存在的粉尘和巨噬细胞性炎症#

cWW

能

够有效清除残留在肺泡及肺间质内的粉尘*肺泡巨噬细胞以及

相关的致纤维化因子和炎症介质#延缓尘肺病变的发展#改善

患者的咳嗽*咳痰*胸闷*胸痛等临床症状#降低肺部炎症的发

生率#改善小气道的通畅程度#降低气道阻力#增加尘肺患者肺

脏的有效气体交换面积#改善通气血流比值#最终改善患者肺

功能)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尘肺教研室通过应用肺间质封闭

技术#证实了肺灌洗术不仅能有效排出肺泡腔内残存的粉尘及

吞尘巨噬细胞#也能很好地排出肺间质内沉积的尚未包裹的粉

尘及吞尘巨噬细胞#提出肺间质内排尘是肺灌洗排尘的主要来

源'

@

(

#与
7C>

E

等'

.

(提出的观点相符)通过对排尘最佳时间研

究结果表明#动物染尘持续时间和矽肺病变程度#是影响肺灌

洗排尘效果的重要因素#以染尘持续时间短和病变程度轻者肺

灌洗排尘效果好'

@

(

)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张志浩和刘贺'

),

(报

道#该中心自
)..)

年开展
cWW

至
$,,.

年
8

月#已对
8,,,

例

尘肺及其他肺疾病患者进行
cWW

治疗#其中双肺同期灌洗

--)/

例#单肺灌洗
)<@-

例#均取得满意疗效)

cWW

可平均清

除每侧肺粉尘
-,,,

$

8,,,K

E

#其中游离二氧化硅
/,

$

$,,K

E

#灌洗回收液中细胞总数为
-*$]),

@

$

)*$-]),

),个#

其中吞尘巨噬细胞占$

.-_8

&

Z

)单肺灌洗者一侧肺灌洗后即

觉灌洗肺呼吸轻松#通气量明显增大#经
cWW

术后
),9

统计#

胸闷*胸痛*气短的好转率分别为
..*,Z

*

@<*,Z

*

@@*,Z

#术

后胸片*肺功能无明显变化)袁扬和黄京慧'

))

(对陕西某煤矿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现存活的
.,

人
!

期煤工尘肺的

肺功能进行横断面检测#结果肺灌洗组在呼气流速峰值

$

X'7

&*用力呼气
$8Z

肺活量的呼气流量$

7'7$8

&*最大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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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肺灌洗组好于非灌洗

组#

cWW

对尘肺患者的远期肺功能有一定的改善#具有远期疗

效)通过对肺灌洗粉尘清除量*近期及远期疗效观察*患者生

活质量及肺功能评估#可以得出
cWW

在尘肺治疗应用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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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W

对尘肺治疗的安全性

cWW

对尘肺治疗的安全性已得到广泛认可#虽然肺灌洗

可使肺顺应性降低#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丢失#但仍是一种相对

无损伤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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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犬进行实验#用生理盐水灌洗犬肺

后取肺组织活检#可见轻微组织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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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恢复正常)

胡国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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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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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光镜可见肺泡毛细血管扩张*

充血#间质和肺泡内水肿#局灶性肺不张#电镜证实灌洗后的肺

泡基底膜有轻微*可逆的充血渗出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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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由

于
cWW

是在单肺通气的情况下#对另一侧肺施行灌洗治疗#

改变了正常的肺通气环境#必然存在通气血流比例失调#容易

引起低氧血症*肺漏水*心律失常等一系列并发症)此外要使

灌洗后的肺迅速恢复肺功能#为另一侧肺灌洗提供呼吸支持#

需要在灌洗末行纯氧正压通气兼负压吸引#以减少低氧血症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伴随着
cWW

技术的不断成熟#

cWW

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逐年下降)陈志远和车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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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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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肺灌洗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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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低

氧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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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氧化碳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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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通气肺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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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低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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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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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术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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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低钾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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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静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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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心

律失常
+

例#术后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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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W

在尘肺治疗的展望

cWW

自应用于尘肺治疗至今#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被广

大临床医护工作者所接受#为数以万计的尘肺患者解除了痛

苦)它不仅以一种全新的思路来理解和治疗尘肺病#更为开展

其他肺部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其发展应用前景广阔)

如何更好地应用
cWW

#进一步提高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是一个

更具挑战性的课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

提高#

cWW

及其设备将会不断完善#并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为

更多的尘肺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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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种方法的相关性较好)

综上所述#本研究使用的微型光谱分析仪#具有体积小*耗

能少*光谱宽*重复性好等优点#整套装置体积小#使用简便#是

一种适于急救的快速检测新方法)将干试剂技术应用于微型光

谱仪#试剂样品用量少#检测时间短#能够满足现场快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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