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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运动试验在频发室性早搏患儿心脏储备功能检查中的应用分析)

吴克义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医院儿科
!

%)"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心肺运动试验在频发室性早搏"

,WA=

$患儿心脏储备功能检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择
)&!)

年
!

月

至
)&!0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WA=

患儿
#0

例作为研究组!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
*&

例作为对照组!研究组患儿给予磷酸肌酸

药物治疗!并于治疗前&后进行心肺运动试验和血清心肌酶谱检查!对照组进行一次心肺运动试验和血清心肌酶谱检查!比较两组

结果差异%结果
!

研究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肌酸激酶"

=K

$&肌酸激酶同工酶"

=KIR

$&

(

+

羟丁酸脱氢酶"

(

+2RE2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前研究组最大摄氧量"

W3

)

'?Z

'

M

(

$&每搏摄氧量"

W3

)

'?Z

'

2>

$&无氧阀时每搏摄氧量"

W3

)

'

2>QH

$&达到无氧阀时摄氧量"

W3

)

QH

$&无氧阀占预计最大摄氧量百分比"

QH

'

W3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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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治疗后!以上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

"

&$&"

$%治疗前研究组总运动时间"

Ĥ H

$&

无氧阀时心率"

2>QH

$&最大心率"

2>'?Z

$&最大运动量"

QH

'

W3

)

'?Z

6

:8C

$和无氧阀时功量"

L5?CQH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

$#治疗后!以上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

"

&$&"

$!研究组治疗前&后静息心率"

2>:8;9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心肺运动试验可以反映
,WA=

患儿心脏储备功能!对学龄前期&学

龄期
,WA=

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

心律失常!心性#心脏功能试验#心肌酶谱#病理生理学#心肌#酶学

%中图分类号&

!

>00*$!)

%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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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

!*#!+.%0.

"

)&!"

$

!#+)0!.+&%

!!

室性早搏%

WA=

&是小儿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症状之一!可发

生于健康小儿或各类先天性'后天性心脏病小儿!临床症状轻

重不等)

!

*

"而频发性
WA=

%

,WA=

&则严重影响患儿活动能力

和生活质量!也是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需要进行

干预治疗)

)

*

"目前!临床中主要依据平板运动试验评价运动耐

量!该试验对
,WA=

诊断有一定价值!但由于平板运动试验不

能对运动中气体代谢和运动耐力进行测定!不能反映受试者心

脏储备功能!使其临床应用受到了限制)

%

*

"心肺运动试验可以

对运动中心肺功能指标进行监测!从整体水平反映机体能量代

谢和气体代谢情况!已经成为临床上评价心脏储备功能的重要

方法)

0

*

"为探讨心肺运动试验在
,WA=

患儿心脏储备功能检

查中的应用效果!作者进行了相关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WA=

学龄前期'学龄期患儿
#0

例作为研究组!纳入标准)

"

*

#

%

!

&所有患儿均存在胸闷'心悸及不明原因的反复叹气样呼吸

等临床症状(%

)

&经常规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诊断为
,WA=

(经

超声心动图检查'胸部
]

线片检查未发现心脏形态学异常!患

儿无器质性心脏病"其中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0$)N!$%

&岁(平均病史%

)$0N!$%

&年"选择同期门诊体检

的健康儿童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0N!$!

&岁!所有受试儿童家属均自愿参加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两组儿童年

龄'身高'体质量'体表面积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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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医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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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吴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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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儿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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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心肺运动试验
!

应用德国康讯公司生产的
A31 >̂+

=fR̂

心肺运动测试系统!试验步骤参考美国心脏病协会制定

的儿童心肺运动试验指南进行操作"所有受试儿童试验前先

进行常规心电图检查排除平板运动试验绝对禁忌证!准备好急

救用品!并向家属做好解释工作"测定标准容积的定标筒和标

准定标气体!进行容量定标和气体定标!保证室内温度在
)!

!

)%m

!连接
!)

导联心电图!佩戴好面罩!并与传感器相连!然

后按照改良
R:-48

方案进行亚极量运动试验!应用线性递增

法"观察患儿心率和心律变化!并记录耐力参数和气体代谢

参数"

!$"$"

!

运动试验终止标准)

*

*

!

%

!

&受试者心率达到%

))&d

年

龄&

h."P

(%

)

&受试者不能坚持试验!经鼓励后放弃跑动(%

%

&

出现成对的
WA=

'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

心房颤动'

>5<9

现象'眩晕'共济失调等(%

%

&受试者
DH

段水

平型或下斜型压低大于或等于
&$!'W

!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

)'@<

(%

0

&运动
!&'@<

以上!患儿心率虽未达标但心率和耗氧

量已不再增加"

!$"$#

!

WA=

阳性指征)

#

*

!

%

!

&试验中出现
WA=

增多或运动

前无
WA=

运动中出现
WA=

&

"

次$
'@<

(%

)

&运动前存在
WA=

"

"

次$
'@<

!运动中增加
!&&P

以上(%

%

&运动前存在
WA=

&

"

次$

'@<

!运动中增加
"&P

以上(%

0

&出现成对的
WA=

'室上性心动

过速'室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

>5<9

现象'受试者

DH

段水平型或下斜型压低大于或等于
&$!'W

!持续时间大于

或等于
)'@<

!出现晕厥"

!$"$$

!

心肌酶谱检查
!

研究组患儿于治疗前'后分别抽取肘

静脉血
"'L

!对照组患儿抽取
!

次肘静脉血
"'L

!

%"&&:

$

'@<

离心
!&'@<

!分离血清!

d.&m

低温保存!集中检测!应用

美国
<̂45:8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两组儿童血清

肌酸激酶%

=K

&'肌酸激酶同工酶%

=KIR

&'

(

+

羟丁酸脱氢酶%

(

+

2RE2

&"

!$"$D

!

效果评价
!

研究组患儿根据临床情况给予磷酸肌酸药

物'美托洛尔治疗!每周门诊随访
!

次!记录治疗效果!疗程
.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心肺运动试验和血清心肌酶谱检

查!对照组进行一次心肺运动试验和血清心肌酶谱检查!比较

两组结果差异"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ADD!"$&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数据以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WA=

患儿治疗前'后与对照组儿童心肌酶检查结果
!

#0

例
WA=

患儿治疗前
)0T

发生
WA=

次数为%

0.#)$.#N

/.)$#"

&次!治疗后
)0T

发生
WA=

次数为%

).##$/!N.#)$)!

&

次!治疗前'后
WA=

次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研究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K

'

=KIR

'

(

+2RE2

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数据未列出"

"$"

!

,WA=

患儿治疗前'后与对照组儿童心肺运动试验气体

代谢参数结果比较
!

治疗前研究组最大摄氧量%

W3

)

'?Z

$

M

(

&'每搏摄氧量%

W3

)

'?Z

$

2>

&'无氧阀时每搏摄氧量%

W3

)

$

2>QH

&'达到无氧阀时摄氧量%

W3

)

QH

&'无氧阀占预计最大

摄氧量百分比%

QH

$

W3

)

'?Z

6

:8C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治疗后!研究组以上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

"

&$&"

&"见表
!

"

表
!

!!

,WA=

患儿治疗前'后与对照组儿童心肺运动试验气体代谢参数结果比较!

!N"

"

组别
*

W3

)

'?Z

$

M

(

)

'L

$%

M

(

2

'@<

&*

W3

)

'?Z

$

2>

%

'L

&

W3

)

QH

)

'L

$%

M

(

2

'@<

&*

W3

)

$

2>QH

%

'L

&

QH

$

W3

)

'?Z

6

:8C

%

P

&

研究组

!

治疗前
#0 ))$*N#$! /$)N!$0 !"$)N%$! *$)N!$0 "!$)N#$.

!

治疗后
#0 )#$)N*$! !!$%N)$. !#$#N%$) .$"N!$% *.$#N!%$0

对照组
*& ).$/N*$! !)$"N%$! !/$0N%$. .$.N!$0 #.$"N!.$)

#

!

!

)

!

)$.#"

!

&$&!# )$"/*

!

&$&0! )$*#0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0% &$0")

!

&$"*% )$./%

!

&$&!"

!!

#

!

!

)

!

#研究组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

#

)

!

)

)

#研究组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

#

%

!

)

%

#研究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WA=

患儿治疗前'后与对照组儿童心肺运动试验运动耐力结果比较!

!N"

"

组别
* Ĥ H

%

'@<

&

2>:8;9

%次$
'@<

&

2>QH

%次$
'@<

&

2>'?Z

%次$
'@<

&

L5?C'?Z

%

1

&

L5?CQH

%

1

&

研究组

!

治疗前
#0 "$/N!$. ..N)0 !%*N). !*.N)# !).N)) !&/N)*

!

治疗后
#0 #$"N!$" .*N)! !0"N)* !.0N)* !0"N0" !))N0!

对照组
*& .$"N)$0 ..N!. !*&N%# !/0N%) !".N0. !0&N"!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

!

&$&0" )$"")

!

&$&0% )$.!%

!

&$&!#

!!

#

!

!

)

!

#研究组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

#

)

!

)

)

#研究组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

#

%

!

)

%

#研究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

/!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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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患儿治疗前'后与对照组儿童心肺运动试验运动

耐力结果比较
!

治疗前研究组总运动时间%

Ĥ H

&'无氧阀时心

率%

2>QH

&'最大心率%

2>'?Z

&'最大运动量%

QH

$

W3

)

'?Z

6

:8C

&和无氧阀时功量%

L5?CQH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治疗后!研究组以上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

"

&$&"

&!研究组治疗前后静息心率%

2>:8;9

&无显著变化!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WA=

是儿科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也是各类心血管疾病

的危险因素之一!严重影响患儿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目前!

临床上对于
,WA=

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一般认为
,WA=

的发生可能与患儿心脏活动增强'自主神经紊乱'感染'情绪变

化以及心室传导功能异常等有关)

.

*

"由于
,WA=

患儿每搏输

出量降低!通常只有窦性心律的
)&P

左右!心室充盈减少!排

血量降低!患儿血流动力学和气体代谢受到严重影响"目前!

临床上通常依据心电图运动试验对疑似
,WA=

患儿进行诊

断!通过患儿运动耐量来判断是否存在耐量问题!并根据心电

图监测结果判断是否存在
,WA=

"该种方法虽然可以对

,WA=

进行诊断!但无法真实反映受试者心脏储备功能!使其

临床应用受到了限制"心肺运动试验可以对运动中心肺功能

指标进行监测!从整体水平反映机体能量代谢和气体代谢情

况!已经成为临床上评价心脏储备功能的重要方法)

/

*

"

本研究选择本院收治的
#0

例
,WA=

患儿和
*&

例健康儿

童进行对照研究"研究组患儿给予磷酸肌酸药物'美托洛尔治

疗!治疗后患儿
WA=

次数显著降低!治疗有效"从两组治疗前

后心肌酶谱检测结果比较来看!研究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K

'

=KIR

'

(

+2RE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

&"其原因主要因为心肌

酶谱主要是反映心肌损伤的重要指标)

!!

*

!而本组
,WA=

患儿

并未出现器质性疾病!因此心肌酶与对照组并无明显差异"这

一结果也表明对于
,WA=

患儿应用心肌酶谱检查具有一定局

限性!应根据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判断"而通过对两组心肺运动

试验的分析来看!心肺运动试验不仅可以反映受试者气体代谢

情况!还可以反映运动耐力情况!对
,WA=

患儿的诊断和治疗

具有一定价值"本研究中治疗前研究组
W3

)

'?Z

$

M

(

'

W3

)

'?Z

$

2>

'

W3

)

$

2>QH

'

W3

)

QH

'

QH

$

W3

)

'?Z

6

:8C

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

)

"

&$&"

&"其中
W3

)

'?Z

代表人体最大负荷时

摄氧能力!是衡量受试者运动能力的重要客观指标!而
W3

)

$

2>

则可以反映心功能状态!

QH

则是反映机体氧利用能

力)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WA=

患儿虽然心肌酶谱没有异

常!但患儿运动能力明显降低!运动状态下心功能和机体氧利

用能力明显降低"而治疗后!研究组
W3

)

'?Z

$

M

(

'

W3

)

'?Z

$

2>

'

W3

)

$

2>QH

'

W3

)

QH

'

QH

$

W3

)

'?Z

6

:8C

均较治疗前

显著升高!表明经过治疗后患儿氧利用能力有效提高!运动耐

力也得到提高"同时也提示!临床上仅通过心肌酶谱检查可能

不能完全反映小儿心脏储备能力!可能会出现漏诊的现象"除

此之外!心肺运动试验还可以通过患儿心率'做功和运动时间

对患儿运动耐力进行评估"本研究中!治疗前研究组
Ĥ H

'

2>QH

'

2>'?Z

'

QH

$

W3

)

'?Z

6

:8C

和
L5?CQH

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治疗后!研究组以上指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表明治疗

后
,WA=

患儿运动耐力得到有效提高!这对提高
,WA=

患儿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于
%

!

*

岁学龄前'学龄期小儿进

行心脏储备功能测试操作简单!同时可以反映小儿心脏储备能

力!对
,WA=

诊断有一定价值"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限制!如没有对心肺运动试验和心功

能试验进行比较!没有对心肺运动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

分析等!作者将在下一步研究工作中进一步研究!以期完善"

综上所述!心肺运动试验可以反映
,WA=

患儿心脏储备

功能!对
,WA=

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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