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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体外膜肺氧合 棬斿旞旚旘斸斻旓旘旔旓旘斿斸旍旐斿旐斺旘斸旑斿旓旞灢
旟旂斿旑斸旚旈旓旑棳斉斆斖斚棭又称做体外生命支持系统棬斿旞灢
旚旘斸斻旓旘旔旓旘斿斸旍旍旈旀斿旙旛旔旔旓旘旚棳斉斆斕斢棭棳发展于棽棸世纪

椃棸年代棳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将患者的静脉血引流

至体外棳经氧气氧合后棳再回输到患者的动脉或者

静脉棳替代或部分替代心脏暍肺脏功能棳可在一段时

间内持续维持患者基本生命体征棳以争取心暍肺病

变得到治愈及功能恢复的机会暎斉斆斖斚是抢救垂

危患者生命的一项新型技术暎棻椆椃棽年 斎旈旍旍等人报

道用斉斆斖斚成功的治疗一名棽棽岁的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棬斄斠斈斢棭的患者暎棻椆椃椂年 斅斸旘旚旍斿旚旚等人

成功地把 斉斆斖斚 用于治疗新生儿的呼吸衰竭暎
棻椆椄棸年美国密执根医学中心斅斸旘旚旍斿旚旚医师领导并

建立了第一个 斉斆斖斚 治疗中心棳随后世界各地相

继建立了多个斉斆斖斚治疗中心暎近棻棸年来棳随着

新的医疗方法的出现棳斉斆斖斚 有了较大的技术改

进棳应用范围较以前也明显扩大暎斉斆斖斚 的发展

极大地改善了危重患者的预后暎研究表明棳经斉斆灢
斖斚支持治疗存活的绝大多数患者在治疗的棿椄暙
椃棽旇病情稳定好转暎随着人们对 斉斆斖斚认识的提

高及新的治疗方法的产生棳斉斆斖斚 将更合理地发

挥其心肺功能支持作用暎斉斆斖斚已经成为代表一

个国家地区医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棳随着经济的

发展此项技术已经在我国逐步推广暎
棻暋斉斆斖斚在我国开展现状

我国斉斆斖斚 工作开展并不像理想的快速发

展棳由于高昂的经济费用棳人员未得到充分的技术

培训棳未建立良好的技术协作团队棳斉斆斖斚技术只

在规模较大的如阜外医院棳安贞医院开展较多暎但

和发达国家的病例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棳随着近几

年我国经济发展棳斉斆斖斚 发展呈现增加趋势暎由

于斉斆斖斚本身的抢救对象是极危重患者棳此类病

人转运非常困难暎因此此类病人一旦在无开展此

类技术的地区和医院发病即意味着只能面临死亡暎
因此斉斆斖斚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不但有利于医院水

平的提高棳更大层面上是对整个地区危重症抢救水

平和成功率的挑战暎目前我国斉斆斖斚的抢救成功

率呈现增长趋势暎但总体死亡率仍处于高水平暎
据报道我国 斉斆斖斚 低成功率与 斉斆斖斚 期间严重

并发症的发生和处理不当有极大关系椲棻椵暎如何提

高抢救成功率成为医务工作者热点研究内容暎对

理论的理解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团队的共

同协作提高暎这样的团队可能不仅仅限于医院的

个体棳如果组成区域性棳乃至全国性的协作组织和

团队棳可以使各医院经验与教训共享棳通过更多的

基础和临床研究棳为斉斆斖斚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持暎
总之棳斉斆斖斚是一种重要的生命支持形式棳涉及多

学科棳需要大量的工作棳计划和组织安排暎
棽暋斉斆斖斚在呼吸衰竭方面应用研究

斉斆斖斚 早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呼吸功

能衰竭的替代治疗棳临床上通常应用在常规呼吸支

持和辅助治疗无效后才使用 斉斆斖斚 暎斉斆斖斚 可

以代替肺脏的功能棳在体外对血液进行充分的氧

合棳使已经严重受损的肺脏得到休息棳因此暟肺休息

策略暠成为 合理治疗措施之一椲棽椵暎目前采用静脉

棴静脉棬斨灢斨棭暍动脉棴静脉棬斄灢斨棭转流的方式棳成
人插管一般选择股动脉或股静脉棳小儿常选择颈内

静脉暎斉斆斖斚在呼吸衰竭的治疗中取得了可喜的

效果暎近年来由于甲型 斎棻斘棻 流感在全球的肆

虐棳斉斆斖斚 技 术 也 越 来 越 多 地 被 应 用 于 甲 型

斎棻斘棻流感所导致的重症 斄斠斈斢 患者棳并且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暎在棽棸棸椆年至棽棸棻棸年甲型 斎棻斘棻
病毒流行期间棳英国 斉斆斖斚 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

应用 斉斆斖斚 治疗和未应用 斉斆斖斚 治疗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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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棽棾棶椃棩 和 棽棶棩棳斉斆斖斚 明显降低了甲

型 斎棻斘棻病毒所致重症 斄斠斈斢 患者的病死率椲棾椵暎
斉斆斖斚 对呼吸衰竭的疗效现已得到了普遍的肯

定棳已成为经机械通气和药物治疗无效的新生儿呼

吸衰竭的标准化治疗棳存活率也较前大有提高暎经

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与应用棳斉斆斖斚 的体外呼吸支

持和或循环支持已成功地应用于新生儿呼吸衰竭

领域棳成为新生儿严重呼吸衰竭的标准治疗方法 暎
成人呼吸衰竭使用 斉斆斖斚 支持报道存活率达

棾棩椲棿椵暎新生儿 斉斆斖斚 的总体生存率在椃 棩暙
椆 棩之间椲椵暎斉斆斖斚在重症呼吸衰竭应用成功率

受基础疾病暍应用时机等因素影响暎但是棳多年来

国内外将 斉斆斖斚 应用在多种原因所致的 斄斠斈斢
治疗方面却一直处于探索阶段暎斕斸旑斻斿旚杂志发表

了在英国常规通气支持与 斉斆斖斚 治疗成人重型

呼吸衰竭研究报告棳通过对棻椄棸例 斄斠斈斢患者的

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棳斉斆斖斚 结合传统治疗方法后棳
治疗组生存率为 椂棾棩棳而传统治疗组为 棿椃棩棳尽
管对该研究的设计方法存在争议棳但其 斉斆斖斚 的

应用价值仍得到了普遍认可椲椂椵暎目前呼吸衰竭应

用斉斆斖斚无严格统一的标准棳一般认为的适应症

和禁忌症有椇棻棭新生儿常见诊断椇胎粪吸入综合征棳
先天性膈疝棳先天性持续性肺高压棳呼吸窘迫综合

征棳感染败血症棳重症肺炎椈棽棭严重创伤暍严重肺部

感染暍败血症等通常会直接或间接造成肺损伤棳继
而引起呼吸衰竭和 斄斠斈斢暎其中斉斆斖斚支持关键

在于对患者病情可逆性评估和筛选暎因此相对禁

忌有椇棻棭呼吸机高压和高氧浓度通气大于椃斾棬标准

为和棷或斊旈斚棽椌椄棸棩或平台压椌棾棸斻旐斎棽斚棭椈棽棭过
去棽棿旇严重创伤棳颅内出血或其他肝素应用禁忌症

棬过去棽棿旇创伤或手术如果出血得到控制或者能够

控制不是绝对禁忌症棭椈棾棭患者濒临死亡或具有其

他任何继续积极治疗抢救的禁忌症椲椃椵暎斉斆斖斚的

呼吸辅助功能为机体提供了良好的内环境棳改善了

机体的缺氧同时排除了体内多余的 斆斚棽暎减少了

呼吸机设置条件棳为肺功能的恢复提供了有利条

件暎
棾暋斉斆斖斚在心功能衰竭方面应用研究

循环衰竭的患者应采用静脉棴动脉转流的方

式棳插管一般选择股静脉插管棳心脏手术后不能脱

机的患者也可选择沿用术中的主动脉和右房插管棶
现已证实棳在心脏衰竭的患者中棳斉斆斖斚 至少可以

提供大约棾棸棩暙 棸棩以上的心排血量暎而静脉动

脉棬斨灢斄棭模式棳还能够通过血液分流减轻心室前

负荷棳减少心肌耗氧棳弥补心泵衰竭导致的心输出

量减少暎由于患者一旦出现循环衰竭很快就可进

展合并肺肝肾功能衰竭棳即使应用 斉斆斖斚 挽救了

心肺功能棳并发症的发生仍可导致 终治疗失败棳
导致患者死亡或遗留严重后遗症椲椄椵暎因此选择合

适应用时机非常重要棳多学科的应用培训和新技术

的推广迫在眉睫暎目前国内在心脏外科领域 斉斆灢
斖斚发展较快棳阜外医院报道了较多成功案例棳对
于心脏术后其他方法治疗无效的心肺功能损伤棳
斉斆斖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棳对抢救危重症患者

具有重要的意义棳对提高医院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暎尽管斉斆斖斚在心脏外科危重

病人中的应用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棳但它仍然是那些

传统疗法无效的病人的有效治疗手段暎斉斆斖斚循

环支持的适应症椇棻棭大剂量的正性肌力药物治疗

椲肾上腺素椌棸灡棽毺旂棷棬旊旂暏旐旈旑棭多巴胺或多巴酚

丁胺 椌棽棸毺旂棷棬旊旂暏旐旈旑棭椵心功能得不到改善棳心
指数 椉棽斕棷棬旐棽 暏 旐旈旑棭椈棽棭平 均 动 脉 压 低 于

椂棸旐旐斎旂棬新生儿低于棿棸旐旐斎旂椈婴幼儿低于 棸
旐旐斎旂棭椈尿量低于棸灡 旐旍棷棬旊旂暏旇棭椈棾棭心脏手术畸

形矫治后不能脱离体外循环椈棿棭人工心脏棳心脏移

植的过渡等暎禁忌症椇棻棭未明确的诊断椈棽棭未矫治

的先天性心脏缺陷椈棾棭中枢神经系统损害椈棿棭恶性

肿瘤椈棭不可逆的终末期器官损害棬肺脏暍肾脏暍肝
脏棭椈椂棭患者术后出现难以控制的出血等椲椃椵暎在实

际临床病例中斉斆斖斚的应用往往是心肺功能的联

合支持暎在心血管领域多器官功能不全往往出现

更早棳因此 斉斆斖斚 的应用时机更为重要暎有报

道椲椆椵动脉内球囊反搏泵棬斏斄斅斝棭与 斨灢斄斉斆斖斚的

联合应用可以将 斨灢斄斉斆斖斚 的非搏动性灌注由

斏斄斅斝转换成搏动性灌注棳使患者的灌注更接近于

人体的生理状态棳因此斏斄斅斝与 斨灢斄斉斆斖斚 的联

合应用棳可以减少 斉斆斖斚 运行的时间暎文献报

道椲棻棸椵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的救治经验提

示患者在药物加斏斄斅斝效果不佳后应用 斉斆斖斚 越

早棳心功能完全恢复的可能性越大暎另外 斉斆斖斚
常用于重症心力衰竭患者等待心脏移植的过渡期

治疗及围术期的循环支持暎对于心源性休克的患

者棳使用斉斆斖斚存活者的长期预后相对较好暎但

由于斉斆斖斚使用有较高的并发症及病死率棳应根

据患者的个体危险分层来决定该装置的应用椲棻棻椵暎
斉斆斖斚在心脏辅助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延续暎
棿暋展望

总之斉斆斖斚技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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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热点集中在适应症的选择暍技术的改进暍并
发征的预防和技术的规范化建设暎经过多年的发

展棳斉斆斖斚 的适应症选择不断拓展椲棻棽椵暎斉斆斖斚 期

间相关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直接关系到 斉斆斖斚患

者的成功和预后暎由于受临床病例数量的限制棳许
多斉斆斖斚期间的治疗措施仍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暎
术后大量病例发生出血暍溶血暍血栓形成暍肢体坏

死暍感染暍多器官功能不全等并发症暎因此关于

斉斆斖斚围术期的治疗研究显得尤其重要暎除了

斉斆斖斚在院内应用外棳斉斆斖斚已扩展到院外急救暎
随着斉斆斖斚设备的不断改进棳可移动的斉斆斖斚在

院内院外急救安全性不断提高暎另外体外生命支

持系统将逐渐向小型化暍智能化椈并且更加接近生

理棳同时向多种器官功能支持的方向发展椲棻棾灢棻棿椵暎合

理的适应症棳熟练的操作技术棳精细化的围术期管

理棳优秀的学习型团队是斉斆斖斚成功的关键棳相信

不久的将来斉斆斖斚将成为一项常规技术从而挽救

更多的生命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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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椵暋李欣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与体外膜肺氧合技术进展椲斒椵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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旑旓旐旈斻斸旙旙斿旙旙旐斿旑旚旓旀斻旓旑旜斿旑旚旈旓旑斸旍旜斿旑旚旈旍斸旚旓旘旟旙旛旔旔旓旘旚旜斿旘旙旛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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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棿椵斄旍斸旑 斖斍棳斢旚斿旔旇斿旑 斖斪棳斖旈斻旇斸斿旍斒斍棳斿旚斸旍棶斉旞旚旘斸斻旓旘旔旓旘斿斸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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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棾灢棸棻灢棻 棭
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
棬上接第棻棾椃页棭学生的学习态度棳提高幅度等方

面棳真正把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

来棳始终贯穿整个教学中暎
高校篮球选项课暟动态分层暠教学对教师提出

更高的教学要求暎由于学生对篮球技暍战术掌握水

平差异性较大棳教学进度和教学要求也存在差异

性棳但 终要达到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棳这就对教

师提出精心暟备学生暍备教材暍备教法暠棳灵活地设计

教学方法棳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棳提高学生的学习的

参与性棳确保每位学生在原有篮球水平上有更高

技暍战术提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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