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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高原救援人员发生急性高原反应"

3 Ĝ

#的相关影响因素及相应的预防%干预措施!为高原地区救援提供

实践参考依据$方法
!

随机选取
$&

例救援特警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GHGG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针对相关因素对发生
3 Ĝ

影响进

行卡方检验!对劳动强度评分与恢复时间进行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

通过
$&

例救援人员调查分析!发现救援人员短时间内进入

高原方式的不同对发生
3 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既往是否发生过高原反应对发生
3 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劳动强度与恢复时

间具有相关性$结论
!

短时间内飞机及汽车两种方式进入高原发生高原反应比例均较高!而通过适度地%有计划的安排不同强度

的救援任务!采取完善的预防措施!可能降低短时间内进入高原救援部队的
3 Ĝ

发生率$

关键词"地震&灾害救援&急性高原反应&干预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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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I;7@*B7A7B1

9

7/D

?

:..+.8:/D7:BA+7.8*)7DB7:.73 Ĝ*DD>BB7/D7B:8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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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各种灾害事故频发#这些社会安全事件不仅仅给灾

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更对灾害救

援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平均海拔高度为
!!,&A

的青

海省玉树发生
0'#

级强震时#救援部队迅速进入玉树进行救援#

但高原救援也使很多救援人员在快速进入高原后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急性高原反应$

3 Ĝ

%)本文通过对救援人员进行问卷

调查#分析此次救援人员
3 Ĝ

发病情况#探讨
3 Ĝ

相关影响

因素及相应的救援措施#为高原地区救援提供实践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例参加青海玉树地震的救援特

警#均为男性#年龄
%&

#

!&

岁#平均$

%2Y!

%岁)既往未在高原

居住
,

例$

#!'&(

%&居住
&

个月以下
%%

例$

&!',(

%#其中既往

发生过高原反应
#4

例&居住
&

个月至
#

年
&#

例$

!,'%(

%#其

中既往发生过高原反应
#,

例&居住
#

年以上
#

例$

#'$(

%#既

往发生过高原反应)

>'?

!

研究方法
!

采用问卷式调查方法#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

息及发生
3 Ĝ

的情况#包括籍贯*既往健康情况#在高原居住

情况#此次进入高原方式及历经时间#劳动强度比较#发生

3 Ĝ

症状及治疗情况等相关资料)

>'@

!

诊断标准
!

3 Ĝ

诊断标准参照路易斯湖国际低氧大会

$

#,,&

%通过的国际高原病诊断标准'

#1%

(

#常见的临床表现分神

经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循环系统症状*消化系统症状和皮

肤黏膜症状五类'

&

(

)神经系统症状主要为头昏头痛#呼吸系统

症状有呼吸困难*咳嗽咳痰等#循环系统症状有发绀胸闷等#消

化系统症状有恶心呕吐#厌食腹泻等#皮肤黏膜症状为鼻

出血'

!

(

)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GHGG#&'"

软件#计数资料使用
CY8

表示#并对不同方式进入高原*既往发生高原反应与否*是否采

取预防措施等情况所引起的高原反应情况进行卡方检验#劳动

强度评分与恢复时间采用
b*

9

+.8+D

回归分析#

B

%

"'"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临床表现
!

$&

例调查对象中
4#

例发生不同程度的
3 Ĝ

)

主要症状为头昏头痛*耳鸣眼花*精神亢奋*睡眠障碍*呼吸困

难*胸闷*咳嗽咳血*发绀*乏力厌食*恶心呕吐*腹泻*鼻出血*昏

迷#个体差异大#其中以头昏头痛占多数#共
!2

例)见图
#

)

?'?

!

不同方式进入高原对发生
3 Ĝ

的影响
!

此次救援人员

进入高原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和飞机#乘汽车
%"

例#乘飞机

!&

例#由平原到高原所用平均时间为$

%4'!Y#0'2

%

C

#短时间

内不同方式进入高原发生
3 Ĝ

比例均较高#但二者差异无统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计学意义$

B

$

"'"4

%)见表
#

)

图
#

!!

救援人员发生高原反应的临床表现统计

表
#

!!

不同方式进入高原发生
3 Ĝ

及头痛头昏

!!!

症状发生率比较)

(

$

(

%*

组别
(

发生高原反应 头痛头昏症状

飞机组
!& &4

$

2#'!

%

&!

$

0,'#

%

汽车组
%" #$

$

2"'"

%

"

#%

$

$"'"

%

"

!!

"

!

B

$

"'"4

#与飞机组比较)

?'@

!

既往发生过高原反应者易再次发生
3 Ĝ

!

此次所调查

的救援人员中#既往在高原居住过
4!

例#再次发生
3 Ĝ!&

例#结果见表
%

)

表
%

!!

既往是否发生过高原反应再次发生
3 Ĝ

对比分析表

组别
(

再次发生
3 Ĝ

'

(

$

(

%(

既往未发生高原反应组
#, ,

$

!0'&

%

既往发生过高原反应组
&4 &!

$

,0'#

%

"

!!

"

!

B

%

"'"4

#与既往为发生高原反应组比较)

?'A

!

劳动强度轻重与预后恢复时间
b*

9

+.8+D

分析
!

劳动强度

按轻中*重分类#

!,

例自觉劳动强度较重#按由轻到重划分
#

#

#"

分标准评分#

#

#%

!

分为轻度#

!

#%

2

分为中度#

2

#

#"

分

为重度)中度
#!

例#重度
!,

例#平均为$

0'2Y#'4

%分)对所

有劳动强度评分分别进行恢复时间
0)

及以内*

0)

以上
b*1

9

+.8+D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劳动强度评分与恢复时间的
b*

9

+.8+D

分析结果

项目 系数 标准误 自由度
B R1 ,4(

可信区间

劳动强度评分
"'2#, "'&%4 # "'"#% %'"22 #'#,,

#

!'%,!

常数
c0'&&, %'0&, # "'""2 "'""# c

!!

c

!表示无数据)

?'B

!

是否采取预防措施与是否发生
3 Ĝ

无关
!

此次
$&

例

研究对象中#有
%#

例采取预防措施#主要措施为口服红景天#

部分采取吸氧方式#另
!%

例未采取预防措施#未采取预防措施

的发生高原反应
&"

例$

%!'%(

%)未采取预防措施者与采取预

防措施者的头昏头痛症状及鼻衄两大发生率最高的症状发生

比例无明显差别)

@

!

讨
!!

论

医学上把海拔
&"""A

以上作为生理高原区)研究表明

海拔
!"""

#

4"""A

地区是
3 Ĝ

的高发区#如果预防措施不

力或人员身体耐缺氧性差#发生率很可能超过
4"(

'

4

(

)因此#

认真探讨此次玉树地区救援人员急性高原反应相关影响因素

及相应的预防措施对提高高原地区救援效率*避免及减少

3 Ĝ

发生有重要意义)

@'>

!

短时间内不同方式进入高原发生
3 Ĝ

比例均较高#无

明显差异#可能与救援的任务紧迫*部队救援前不能充分准备*

救援过程中不能得到及时休整等有关)在应对突发公共灾害

事件中#救援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往往是需要以最短时间进入灾

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

(

)而高原反应发生与进入过程密切

相关)柴志杰等'

0

(的研究表明#缓慢循序渐进的进入高原地区

可以减少高原反应的发生#而越快进入高原地区越容易发生高

原反应)据国内报道
&)

内由平原抵海拔
!%""A

处#急性高

原病发生率
2&'4(

'

2

(

)在此次调查的救援人员中#进入高原

所用时间为
#

#

0%C

#飞机及汽车两种进入高原方式的高原反

应发生比例均为
2"(

以上#短时间内两种进入方式发生
3 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既往发生过高原反应增加
3 Ĝ

发生比例
!

常海娟等'

,

(

研究发现以前到高原时缺氧反应严重程度等因素对个体的抗

缺氧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例所调查的救援人员中#

4!

例在高原居住过)通过与既往发生过高原反应的
&4

例对

比分析#既往是否发生过高原反应对于再次发生
3 Ĝ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既往未发生高原反应的人员较曾经发生高原反应

的人员再次发生
3 Ĝ

的概率小)

@'@

!

劳动强度可能与
3 Ĝ

恢复时间相关
!

劳动强度重会增

加机体的耗氧量#诱发或加重高原疾病'

#"

(

)此次救援任务时

间紧*任务重#救援特警多从事高强度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往往

超过
#%C

#且吃住条件艰苦等因素造成了救援人员高原反应的

高发)此次调查报告中#劳动强度与高原反应密切相关#初到

高原避免剧烈活动及重体力劳动#逐步增加劳动量#有利于机

体逐渐适应'

##

(

)如确需重体力劳动时#应注意轮班#避免长时

间持续进行重体力工作'

#%

(

)因此#在高原要掌握好劳动强度#

进行体力劳动时应遵循由轻到重*由慢到快*循序渐进的原则)

@'A

!

完善预防措施#避免高原反应
!

预防措施不完善*进入时

间较短等也易引起
3 Ĝ

'

#&

(

)因此#在有些因素不可控的情况

下#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

(

)本次调查发现#

预防措施简单可能也是
3 Ĝ

高发的原因之一)张玉贵等'

#4

(

发现#在常规的卫勤保障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调整

进入高原的休整期#加强高原卫生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对低氧

危害性和机体代偿能力的认识#克服高原恐惧心理和麻痹大意

思想等#可以降低
3 Ĝ

的发病率和住院率)

综上所述#通过调查救援部队
3 Ĝ

的发病情况#探讨分

析发生
3 Ĝ

的各种相关因素#表明短时间内不同进入高原方

式发生
3 Ĝ

比例均较高#二者之间无明显差异#而通过适度

地*有计划的安排不同强度的救援任务#采取完善的预防措施#

避免既往有高原反应的人员进入高可能降低短时间内进入高

原救援部队的
3 Ĝ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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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痛效果
!

见表
%

)

表
%

!!

两组麻醉效果比较)

(

$

(

%*

组别
(

优 良 差 优良率$

(

%

观察组
!4 &,

$

2$'0

%

4

$

##'#

%

#

$

%'%

%

,0'2

"

对照组
!4 %,

$

$!'!

%

#"

$

%%'%

%

$

$

#&'&

%

2$'0

!!

与对照组比较#

"

!

B

%

"'"4

)

@

!

讨
!!

论

股骨头*股骨颈骨折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老年患者

由于骨折脆化#再生能力差等因素#一般选择股骨头置换术作为

治疗手段)但老年人体质较弱#肝肾功能降低#多合并心脑血管

系统*呼吸系统等的慢性基础性疾病#对麻醉耐受力降低#手术

过程中容易发生意外'

#1%

(

#因此合适麻醉方案就显得尤为必要)

气管内静吸复合全麻尤其对全身情况差#心肺功能受损严

重的老年患者有一定的优点#增加手术的安全性#但它对老年

患者循环呼吸系统干扰大#由于老年患者心血管对麻醉药物影

响的承受能力降低#易发生心血管抑制和血压下降等循环功能

的改变)尤其在麻醉的诱导期和苏醒期#循环波动更大)另外

术后呼吸抑制*肺不张*肺炎*恶心呕吐等并发症增多'

&

(

)硬膜

外麻醉虽然能完成手术#对呼吸循环干扰少*生理影响轻*术后

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

!

(

#但是存在硬膜外麻醉阻滞不完善#

文献报道阻滞不全和失败发生率可达
,'4(

'

4

(

#尤其多次硬膜

外阻滞致硬膜外间隙出现粘连#局麻药扩散受阻等&并且还有

可能出现单侧麻醉#不到要求只有追加静脉全麻药完成手术#

增加管理有难度并且有时间限制#如果手术时间过长很难满足

要求)

腰麻硬膜外联合麻醉用药量少*起效快*阻滞完善*镇痛效

果好和可持续给药#麻醉时间不受限制)麻醉后调整麻醉平面

在
5

#"

以下#对呼吸循环干扰小#术中无明显应激反应#特别是

对原有冠心病*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有一定保护作用'

$10

(

#腰麻

硬膜外联合麻醉使用极细的
%$W

鼻尖式腰麻针#以分离方式

刺入硬脊膜#破口更小#加上术中精细操作#术后脑脊液外渗极

少#有效降低术后头痛的并发症'

2

(

&手术在
&C

内完成#一般不

需要追加局麻药#从而避免硬膜外阻滞不全#减少局麻药不良

反应的发生#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保留在硬膜外腔的导管可

用于术后自控镇痛#具有用药少#镇痛效果好#对呼吸循环影响

小等优点'

,

(

)

应用硬膜外联合麻醉时要严格控制腰麻药的药量和注药

速度#特别要注意根据患者年龄和一般情况调整用药量#严格

控制麻醉平面不可过高#如果麻醉平面或深度不够#可以随时

通过硬膜外腔追加局麻药#增加麻醉平面和深度'

#"

(

)因为如

果腰麻药用量过大也可诱发循环波动#这也可能是过去单次腰

麻循环不稳定的原因)因此保证麻醉效果#维持血液动力学稳

定是保证椎管内麻醉下手术患者安全性的重要因素)常规监

测血压*呼吸*脉搏*血氧饱和度非常重要#以便出现异常时#及

时处理)

参考文献"

'

#

( 李春军#郭芹#王新闻#等
'

两种麻醉方法在高龄全髋和全

膝关节置换术的比较'

`

(

'

临床麻醉学杂志#

%""$

#

%%

$

2

%!

4,0'

'

%

( 赵原#刘勇
'

伴合并症的
2"

岁以上老年人的围手术期麻

醉处理'

`

(

'

实用老年医学#

%""$

#

%"

$

#

%!

$41$$'

'

&

(

H:Ba7B^̀

#

_/Q+/GO

#

M:/)*;;MM

#

78:;'W7/7B:;67B.>.

.

<

+/:;

"

7

<

+)>B:;:/:7.8C7.+:@*B.>B

9

7B

?

@*BC+

<

@B:D8>B7.+/:1

)>;8.

'

`

"

Sb

(

'O*DCB:/7N:8:I:.7G

?

.8]76

#

%"""

'

%"##1"!1

%"

(

'C88

<

!""

QQQ'D>I+'/;A'/+C'

9

*6

"

<

>IA7)

"

##"&!$22'

'

!

( 张野
'

复合腰麻硬膜外麻醉'

`

(

'

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

分册#

%""$

#

#0

$

&

%!

%#"1%#%'

'

4

( 曹灵敏#李胜德#马桂芬#等
'

腰麻硬膜外联合麻醉在高龄

老年患者的应用'

`

(

'

临床麻醉学杂志#

%""!

#

%"

$

0

%!

0!%1

0!&'

'

$

( 周子戎#汪春英
'

腰硬联合麻醉在
2"

岁以上高危老年病

人骨科手术的应用'

`

(

'

临床麻醉学杂志#

%""2

#

%!

$

#

%!

!"#1!"%'

'

0

( 张莉#骆沙舟#辜敏
'

腰
1

硬联合麻醉在老年患者人工股骨

头置换中的应用'

`

(

'

西南军医#

%"##

#

#&

$

!

%!

0#210#,'

'

2

( 宋芬#顾小萍#马正良
'

腰
1

硬联合麻醉在老年患者腔内泌

尿外科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

(

'

临床麻醉学杂志#

%"#"

#

%$

$

&

%!

%%2#1%%2%'

'

,

(

KAI7;;*/+bU

#

W*>67+:^3

#

O*B)7+B* 3̀'O*/8+/>*>..

<

+1

/:;:/7.8C7.+:67B.>.D*AI+/7).

<

+/:;7

<

+)>B:;I;*Da@*B

A:

-

*B*B8C*

<

7)+D.>B

9

7B

?

!

<

B*.

<

7D8+67B:/)*A+R7).8>)

?

'

`

(

'G:*H:>;* 7̂)`

#

%"",

#

#%0

$

#

%!

01##'

'

#"

(宋晓阳#沈七襄#陈利民#等
'

联合腰麻
1

硬膜外麻醉安全

性的实验研究'

`

(

'

中华麻醉学杂志#

%"""

#

%"

$

%

%!

4",1

4#"'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1%2

%

$上接第
#%#"

页%

'

$

( 王岩飞#次旦群佩#孙红娟#等
'

体重指数与急性高原病发

病的相关分析'

`

(

'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

#

#4

$

#

%!

241

2$'

'

0

( 柴自杰#鱼敏#曾艳#等
'

快速反应部队急性高原反应研究

'

`

(

'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

%4

$

2

%!

0!,104#'

'

2

( 杜萍
'

高原反应与预防'

`

(

'

甘肃科技#

%"",

#

%4

$

0

%!

#!#1

#!%'

'

,

( 常海娟#刘猛#庞丽萍#等
'

基于非参数检验的高原反应影

响因素分析'

`

(

'

中国工程科学#

%"",

#

##

$

%

%!

$41$,'

'

#"

(罗勇#李俊峡#李国凯#等
'

急性高原病
,2

例临床分析

'

`

(

'

华北国防医药#

%""0

#

$

$

&

%!

!01!2'

'

##

(田开新#覃军#黄岚#等
'

急进高原体能变化与急性高原反

应关系初探'

`

(

'

重庆医学#

%""$

#

&4

$

#%

%!

#"241#"20'

'

#%

(

H>Ba:

?

:.8C:GG

#

PC:>A+aW

#

GC:BA:]H

#

78:;'U@@7D8.*@

A*>/8:+/77B+/

9

8B:+/+/

9

:8C+

9

C:;8+8>)7

$

!&4" A

%

*/

<

C

?

.+D:;Q*Ba

<

7B@*BA:/D7*@Q*A7/

'

`

(

'36+:8G

<

:D7U/1

6+B*/ 7̂)

#

%"""

#

0#

$

0

%!

$241$,#'

'

#&

(符中明#江萍#任雨笙#等
'

高原肺水肿患者血清一氧化

氮*一氧化氮合酶及内皮素浓度的变化'

`

(

'

中华急诊医

学杂志#

%""#

#

#"

$

4

%!

&"$1&"0'

'

#!

(涂继伟#林泽艳
'

新兵进藏急性高原病诱因分析及预防措

施探讨'

`

(

'

西南军医#

%"",

#

##

$

4

%!

,#%1,#&'

'

#4

(张玉贵#孙梅#詹国清#等
'

对快速进入高原部队预防急性

高原病的措施探讨'

`

(

'

临床军医杂志#

%"",

#

&0

$

#

%!

!#1

!&'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1"!

%

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