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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呼吸末正压给氧在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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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持续呼吸末正压给氧治疗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的有效性、安全性ꎮ 　 方法　 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在本院儿科重症监护室确诊为毛细支气管炎的病人 １６０ 例回顾性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ꎬ每组 ８０ 例ꎬ对照

组予持续低流量吸氧ꎬ治疗组予持续呼吸末正压给氧辅助通气ꎮ 分析两组治疗后 ６、２４ ｈ 呼吸(Ｒ)、心率(ＨＲ)及血

氧饱和度(ＳＯ２)、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血清乳酸浓度(Ｌａｃ)等血气值ꎮ 治疗 ４ 天

后ꎬ比较两组疗效ꎬ观察并记录两组喘憋、咳嗽以及肺部湿啰音等主要临床症状消失时间ꎮ 　 结果　 在治疗后 ６、２４
ｈꎬ治疗组 Ｒ、ＨＲ、ＰａＣＯ２、Ｌａｃ 较对照组降低(Ｐ<０.０５ 或 ０.０１)ꎬＳＯ２、ＰａＯ２ 较对照组升高(Ｐ<０.０５ 或 ０.０１)ꎮ 治疗 ４ 天

后ꎬ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与对照组比较ꎬ治疗组喘憋、咳嗽与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缩短(Ｐ<
０ ０５)ꎮ 　 结论　 采用持续呼吸末正压辅助通气治疗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可以提高疗效ꎬ缩短疗程ꎬ改善愈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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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婴幼儿较常见的下呼吸道

感染疾病ꎬ多见于 １~６ 月的婴儿[１]ꎮ 在上呼吸道感

染以后 ２~３ 天出现持续性干咳和发作性呼吸困难

等症状ꎬ临床以发热、喘息、三凹征和气促为主要特

点[２]ꎬ重症患儿有明显梗阻性肺气肿、苍白及发绀

等现象[３]ꎮ 其临床症状与肺炎类似ꎬ且喘憋更显

著ꎬ易有二氧化碳潴留ꎬ出现呼吸性酸中毒、动脉血

氧分压降低、呼吸衰竭甚至心力衰竭等现象ꎬ甚至致

２３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３



命性并发症可能ꎮ 近年来无创通气ꎬ尤其是持续呼

吸末正压通气在儿童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４]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２ 月本科收治的毛

细支气管炎患儿 １６０ 例ꎬ男 １００ 例ꎬ女 ６０ 例ꎮ 研究

对象入选标准为入院时肺部可闻及呼气性呼吸困

难ꎬ呼气相延长伴喘息ꎬ有吸气“三凹”征ꎬ存在呼吸

衰竭ꎬ均符合入住儿童重症监护室的指针ꎬ排除对象

为同时存在基础疾病ꎬ如先天性心脏病ꎬ支气管发育

不良ꎬ重度营养不良ꎮ 回顾性将入选病人分为对照

组和治疗组ꎬ每组 ８０ 例ꎮ 对照组中ꎬ男 ４８ 例ꎬ女 ３２
例ꎻ年龄 ３ ± ０. ５ 月ꎻ体重 ５. ７２ ± ０. ９６ ｋｇꎻ呼吸(Ｒ)
８０ ２４ ± ９. ６５ 次 / ｍｉｎꎻ 心 率 ( ＨＲ ) １７８. ２９ ±
２０.１２ 次 / ｍｉｎꎻ血气分析:血氧饱和度(ＳＯ２) ８６.４９±
１２.３７％ꎬ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Ｏ２)６５.５±９.７２ ｍｍＨｇꎬ动
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５５.５４±７.８９ ｍｍＨｇꎬ血清

乳酸浓度(Ｌａｃ) ６ １８±１.３１ ｍｍｏｌ / Ｌꎮ 治疗组中ꎬ男
５２ 例ꎬ女 ２８ 例ꎻ年龄 ３±０.７ 月ꎻ体重 ６.１４±１.１２ ｋｇꎻＲ
８２.３４±１０.６７ 次 / ｍｉｎꎻＨＲ １８０.３８±２１.０９ 次 / ｍｉｎꎻ血气

分析:ＳＯ２ ８５.５４±１１.４９％ꎬＰａＯ２ ６５.８６±１０.４７ ｍｍＨｇꎬ
ＰａＣＯ２ ５３.６２±８.６５ ｍｍＨｇꎬＬａｃ ６.９２±１.５２ ｍｍｏｌ / Ｌꎮ
两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两组患儿入院时治疗方案均经

家长同意ꎬ且符合本院伦理学委员会要求ꎮ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儿入院后立即予小儿

持续正压给氧辅助通气(ＮＣＰＡＰ)ꎬ设置参数流量 ６
~８ Ｌ / ｍｉｎꎬＰＥＥＰ ３ ~ ４ ｃｍ Ｈ２Ｏꎬ氧浓度 ３５％ ~ ４１％ꎬ
对照组给予持续低流量吸氧ꎬ两组所有病例均同时

给氧驱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ꎬ沙丁胺醇ꎬ入院后每隔

２０ ｍｉｎ 雾化一次ꎬ连续 ３ 次后ꎬ每 ４ ~ ６ ｈ 雾化一次ꎬ
适当镇静ꎬ联合抗感染等治疗[５]ꎮ 检测动脉血气ꎬ
并检测呼吸、心率等生命体征ꎮ 疗效评价标准为患

儿呼吸困难症状减轻ꎬ呼吸较前平稳ꎬ肺部哮鸣音逐

步缓解至消失不反复出现ꎮ
１.３　 疗效判断　 　 参考文献[６]进行疗效判断ꎬ分
为显效、有效和无效三个等级ꎮ 显效:患儿的喘憋、
咳嗽和肺部喘鸣音等症状基本消失或显著缓解ꎻ有
效:患儿的上述症状均有一定缓解ꎻ无效:治疗后ꎬ上
述症状无任何明显变化或加重ꎮ
１.４　 观察指标　 　 (１)两组患儿分别于治疗 ６、２４ ｈ
后检测 Ｒ、ＨＲ、ＳＯ２、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 及 Ｌａｃꎻ(２)治疗 ４

天后ꎬ比较两组疗效ꎻ(３)观察并记录两组主要症状

(喘憋、咳嗽以及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ꎮ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ꎬ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儿 Ｒ、ＨＲ 及血气值变化分析 　 　 两组

患儿均抢救成功ꎬ无一例行气管切开术ꎮ 治疗组辅

助以 ＮＣＰＡＰ 呼吸平均支持 ２ 天左右ꎬ当患儿的各

项生命指标恢复到正常范围后ꎬ改为经鼻导管吸氧ꎮ
与对照组比较ꎬ 治疗组治疗 ６、 ２４ ｈ 后 Ｒ、 ＨＲ、
ＰａＣＯ２、Ｌａｃ 降低ꎬＳＯ２、ＰａＯ２ 升高ꎬ差异均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 或 ０.０１)ꎬ见表 １、表 ２ꎮ

表 １　 两组患儿治疗 ６ ｈ 后 Ｒ、ＨＲ 与血气值比较

指标 治疗组(ｎ＝ ８０) 对照组(ｎ＝ ８０) ｔ Ｐ

Ｒ(次 / ｍｉｎ) ７０.２４±８.５６ ８０.４８±１０.２３ ８.３８ <０.０５
ＨＲ(次 / ｍｉｎ) １４０.１５±１６.２１ １６０.３８±１８.４５ ５.１２ <０.０５
ＳＯ２(％) ９５.８９±１５.４７ ９０.４３±１４.２６ ５.５８ <０.０５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７９.５４±１３.２７ ６５.５４±１０.１５ ５.４６ <０.０５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２５.６２±５.３７ ４５.５６±７.５４ ８.２４ <０.０５
Ｌａｃ(ｍｍｏｌ / ｌ) １.９２±０.５３ ５.１８±１.４６ ５.６９ <０.０１

表 ２　 两组患儿治疗 ２４ ｈ 后 Ｒ、ＨＲ 与血气值比较

指标 治疗组(ｎ＝ ８０) 对照组(ｎ＝ ８０) ｔ Ｐ

Ｒ(次 / ｍｉｎ) ５０.４２±５.１６ ６０.７２±６.１３ ５.７５ <０.０５
ＨＲ(次 / ｍｉｎ) １２０.４３±１５.２７ １５０.８４±１８.７９ ４.５７ <０.０５
ＳＯ２(％) ９８.３５±１６.２７ ９１.４７±１５.２４ ４.４６ <０.０５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９８.５７±１５.５４ ８８.５２±１３.５４ ５.４８ <０.０５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３４.５７±５.２５ ４５.５３±４.５２ ５.２３ <０.０５
Ｌａｃ(ｍｍｏｌ / ｌ) １.２４±０.４２ ４.２５±１.１７ ６.７４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 ４ 天后ꎬ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 ８８.８％ꎬ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５３.８％ꎬ治
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χ２ ＝ ７ ５８ꎬＰ<０.０５)ꎮ 见

表 ３ꎮ

表 ３　 两组患儿总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８０ ２５ １８ ３７ ５３.８％
治疗组 ８０ ４４ ２７ ９ 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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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儿主要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由表 ４ 可

知ꎬ治疗组患儿喘憋、、咳嗽与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

明显短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显著性(Ｐ<０.０５)ꎮ

表 ４　 两组患儿喘憋、咳嗽与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比较(天)

组别 ｎ 喘憋 咳嗽 肺部湿啰音

对照组 ８０ ６.４１±１.１８ ７.９８±１.２５ ８.４３±１.４６
治疗组 ８０ ３.８６±０.６９ ５.３４±０.９１ ５.７２±１.０４
ｔ ５.３７ ４.７５ ４.９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毛细支气管炎多数是 １ ~ ６ 月的小婴儿ꎬ该年龄

支气管的解剖特点因微小的管腔易由黏性分泌物水

肿及肌收缩而发生梗阻并可引致肺气肿或肺不张[７]ꎮ
病程一般为 ５~１５ 天ꎬ平均为 １０ 天ꎬ治疗恰当时可缩

短病程ꎮ 在咳喘发生后 ２ ~ ３ 天以内病情常较为严

重ꎬ极期可以并发一系列并发症如呼吸衰竭ꎬ心力衰

竭危及患儿生命ꎬ经过正确治疗后大多患儿能迅速恢

复ꎬ并在数日内见愈[８]ꎮ 本文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ꎬ血气值改善优于对照组ꎬ同时主要症状消失时

间较对照组缩短ꎬ说明 ＮＣＰＡＰ 应用于毛细支气管炎

患儿可以提高疗效ꎬ改善呼吸功能ꎮ ＮＣＰＡＰ 可以提

供持续气道正压克服气道阻力ꎬ确保较高氧浓度有效

气体进入患儿肺部进行氧合ꎬ同时维持有效呼气末正

压ꎬ对支气管起到支撑作用[９]ꎬ减轻支气管痉挛所致

气道狭窄ꎬ改善通气ꎬ患儿通气功能改善后潮气量增

大ꎬ实际分钟通气量增加ꎬ有效地增大肺泡的换气面

积ꎬ从而增加肺泡的氧合能力ꎬ减少了二氧化碳潴留ꎬ
缓解呼吸性酸中毒状况ꎬ使呼吸、心率逐渐平稳ꎬ缩短

病程ꎬ阻止病情进一步发展[１０]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结果表明ꎬ毛细支气管炎伴有呼

吸困难时在常规雾化吸入ꎬ抗感染基础上加用

ＮＣＰＡＰ 辅助治疗疗效满意[１１]ꎬ可以缩短临床症状

消失时间ꎬ且安全性高ꎬ值得推广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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