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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罩与面罩连接
W%VVU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患者治疗中的临床效果和不良反应"

周学群!傅铁军!姜
!

婷%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鼻罩与面罩连接无创正压双水平机械通气"

W%VVU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5].[V)

#患者治

疗中的临床效果和不良反应$方法
!

选择该院
#"/0

年
/#

月至
#"/+

年
/#

月
5].[V)

患者
0"

例!随机分组为面罩组和鼻罩组!

每组
#0

例!面罩组采用经口鼻面罩双水平正压通气治疗!鼻罩组采用经鼻罩双水平正压通气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后的动脉血气变化%不良反应%电解质紊乱%代谢性碱中毒发生情况$结果
!

与治疗前对比!鼻罩组和面罩组治疗后
N

&

明显上

升!

VA[

#

明显上升!

VA.[

#

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而两组
VA[

#

和
VA.[

#

治疗后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1"0

#$两组患者治疗后
WA

-水平明显上升!

`

-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面罩组治疗后
WA

-高于鼻罩组!

`

-低于鼻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两组患者治疗后代谢性碱中毒发生率明显上升!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面罩组治疗后代谢性碱中毒发生率"

,"1"2

#高于鼻罩组"

!,1"2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1"0

#$与面罩组"

!"1"2

#对比!鼻罩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2

#明显更低!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结论
!

鼻罩和面罩均能够有效地改善
5].[V)

患者的血气情况和通气情况!但面罩更容易发生酸碱度失衡和代谢碱中

毒!经鼻罩不良反应更少!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

关键词"无创正压双水平机械通气'

!

鼻罩'

!

面罩'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急性加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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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5].[V)

%是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V)

%急性发病的过程#主要特征表现为呼吸系统症状

严重加剧(

/

)

'

5].[V)

合并
%

型呼吸衰竭会导致
.[V)

患者

发生酸碱失衡-电解质紊乱'据报道(

#6*

)

#

5].[V)

患者酸碱

平衡紊乱-水电解质紊乱的发生率高达
,"2

#其发生原因和呼

吸衰竭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必须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

SAJ'=G.D:;

!

'A

I

#"/4

!

U9D1/!

!

W917

"

基金项目"重庆市江北区科技计划项目合同$

#"/!"#/#

%'

!!

作者简介"周学群#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内科学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6LA:D

!

/0++7#"++

(OO

1C9L

'



善
5].[V]

患者呼吸衰竭的症状'目前#无创正压双水平机

械通气$

W%VVU

%在
5].[V)

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

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呼吸衰竭'但是#

W%VVU

并非能够纠正

所有患者的呼吸衰竭#甚至还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不良反应'

因此#为了提高
W%VVU

的效果和减少不良反应#必须选择合适

的连接方式进行
W%VVU

治疗'在本文中主要通过对本院
5]6

.[V)

患者进行对照试验#探讨与比较鼻罩与面罩连接
W%V6

VU

在
5].[V)

患者治疗中的临床效果和不良反应'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0

年
/#

月至
#"/+

年
/#

月
5]6

.[V)

患者
0"

例#随机分组为面罩组和鼻罩组#每组
#0

例'

面罩组男
/+

例-女
7

例#年龄
0"

#

40

岁#平均$

+/10\*10

%岁&

鼻罩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40

岁#平均$

+#1,\*1#

%

岁'排除面罩和鼻罩脱落的患者'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

$1/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吸氧-抗感染-化痰-平喘与

营养支持等治疗#都接受
W%VVU

治疗'面罩组采用经口鼻面

罩双水平正压通气治疗'鼻罩组采用经鼻罩双水平正压通气

治疗'采用飞利浦伟康医用呼吸机
U+"

#模式选择为
$

'设置

吸气相压力为
/"CL&

#

[

#逐步递增#每次递增的幅度为
#

#

!

CL&

#

[

#最高压力达到
/!

#

/+CL &

#

[

'呼气气相压力为
*

CL &

#

[

#最高调整到
!

#

+CL&

#

[

'一呼一吸为
/

次#保持每

分钟
/#

#

/!

次的频率'每天治疗
/#

#

#!B

'总疗程为
/

周'

$1'

!

观察指标
!

对比两组患者通气上机前和治疗后$每次通

气结束时%的动脉血气变化-电解质紊乱-代谢性碱中毒-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

$1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V$$#"1"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动脉血气变化
!

与治疗前对比#鼻罩组和面罩组治疗后

N

&

明显上升#

VA[

#

明显上升#

VA.[

#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1"0

%'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见表
/

'

/1/

!

电解质变化
!

两组患者治疗后钠离子$

WA

-

%明显上升#

钾离子$

`

-

%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1"0

%'面罩组治疗后
WA

-高于鼻罩组#

`

-低于鼻罩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血气指标比较#

I\C

$

组别
0

N

&

治疗前 治疗后
!

VA.[

#

$

RVA

%

治疗前 治疗后
!

VA[

#

$

RVA

%

治疗前 治疗后
!

鼻罩组
#0 41/7\"1/" 41+/\"1/0

#

"1"0 /"10/\*1"/ 410#\/17#

#

"1"0 ,10/\#10/ /01,#\*1,*

#

"1"0

面罩组
#0 41#/\"1#/ 41*/\"1//

#

"1"0 /"10#\#17# ,1"/\#1"*

#

"1"0 ,10/\#1+# /01"#\#1+#

#

"1"0

!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电解质水平

!!!

比较#

LL9D

(

S

)

I\C

$

组别
0

WA

-

治疗前 治疗后
!

`

-

治疗前 治疗后
!

鼻罩组
#0 /*!17\01" /*417\!1/

#

"1"0 !10\"17 *1,\"1+

#

"1"0

面罩组
#0 /*!1,\+1, /!41,\+1"

#

"1"0 !1*\"1+ *1"\"10

#

"1"0

!

#

"1"0

#

"1"0

#

"1"0

#

"1"0

/1'

!

酸碱类型变化
!

两组患者治疗后代谢性碱中毒发生率明

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面罩组治疗后代谢性

碱中毒发生率高于鼻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代谢性碱中毒

!!!

的情况比较%

0

#

2

$&

组别
0

代偿期代谢性碱中毒

治疗前 治疗后

失代偿期代谢性碱中毒

治疗前 治疗后

总代谢性

碱中毒

鼻罩组
#0 /

$

!1"

%

+

$

#!1"

%

%

/

$

!1"

%

!

$

/+1"

%

%

/#

$

!,1"

%

面罩组
#0 /

$

!1"

%

/*

$

0#1"

%

#

$

,1"

%

!

$

/+1"

%

#"

$

,"1"

%

"

!!

注!与鼻罩组比较#

"

!

#

"1"0

&与治疗前比较#

%

!

#

"1"0

'

/11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

鼻罩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

/#1"2

%明显低于面罩组$

!"1"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0

#

2

$&

组别
0

口咽

干燥

鼻罩"面罩

压迫不适

人机不

同步
胃胀气

总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鼻罩组
#0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面罩组
#0 /

$

!1"

%

0

$

#"1"

%

*

$

/#1"

%

/

$

!1"

%

/"

$

!"1"

%

!

#

01"7*+

! "1"#!

'

!

讨
!!

论

!!

机械通气能够有效地改善
.[V)

患者的通气和缺氧情

况#减少
VA.[

#

#并且提高动脉血气的
N

&

值#从而为
5].[6

V)

进一步治疗增加抢救时间#提高治疗成功率(

!60

)

'本研究显

示#与治疗前对比#鼻罩组和面罩组治疗后
N

&

明显上升#

VA[

#

明显上升#

VA.[

#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两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由此说明#鼻罩和面

罩连接
W%VVU

均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通气情况与呼吸衰竭

的症状#有利于提高抢救成功率#疗效相当'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代谢性碱中毒发生率明显上

升&面罩组治疗后代谢性碱中毒发生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1"0

%'究其原因#

5].[V)

在慢性呼吸衰竭的过

程中#因为长期
.[

#

潴留#导致机体长时间处于高碳酸血症的

状态#因此需要通过肾脏增加碱储备实现
.[

#

增加的代偿作

用#以此保持酸碱度平衡(

+6,

)

'虽然机械通气能够有效地改善

患者的血气情况和通气情况#但是#机械通气治疗导致潮气量

增加#迅速降低原有
VA.[

#

#此时肾脏代偿性功能难以及时发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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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导致
&.[

*

3大大增加#发生代谢性碱中毒(

76/"

)

'而本

研究显示采用经面罩比经鼻罩具有更高的代谢性碱中毒风险'

采用经鼻罩比经面罩能够更有效降低
VA.[

#

和提高
N

&

值#

虽然有利于改善血气指标#但同时也增加代谢性碱中毒的风

险'究其原因#可能和参数的设置-潮气量过大有关'建议通

过基于患者的动脉血气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对呼吸机参数进行

及时的调整#降低呼吸频率-减少潮气量-降低分钟通气量-适

当减缓
.[

#

的排出#能够早期阻断和终止碱中毒及电解质紊

乱的发生'由此可见#从疗效来看#两种连接方式都具有显著

的疗效#而经鼻罩比经口鼻面罩的不良反应更少#具有更良好

的安全性#也更容易被患者接受#耐受度更高'除此之外#在使

用鼻罩连接法时#护理人员应耐心指导患者逐步调节自主呼

吸#使其呼吸与呼吸机协调#进行有效通气'可指导患者用鼻

吸气#缩唇呼气#提高支气管内压#防止呼气时小气道过早陷

闭'密切观察患者的意识和生命体征#定期检测血气'观察有

无漏气现象和
W%VVU

的不良作用#如口咽干燥-鼻罩压迫不

适-人机不同步-胃胀气等#及时与患者沟通#予以处理#如有病

情变化及时汇报医生处理'

同时本研究显示#鼻罩组和面罩组患者治疗后
WA

-水平

明显上升#

`

-水平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1"0

%'面罩组治疗后
WA

-水平高于鼻罩组#

`

-水平

低于鼻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究其原因#治疗

前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呼吸性酸中毒#表现为低
WA

-

-高
`

-

-

低
.A

#-

#当接受机械通气治疗后#排除
.[

#

过快#发生碱中毒#

导致
&

-从细胞内向细胞外流出#而
`

-进入细胞内#肾小管上

皮的
&

-和
WA

-交换能力降低#而
`

-和
WA

-交换能力提高#

`

-随着尿液的排出而减少'而面罩组患者比鼻罩组的
.[

#

呼出更快#更容易发生碱中毒#因此其电解质平衡失调的变化

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鼻罩与面罩连接
W%VVU

在
5].[V)

患者治疗

中均具有明显的疗效#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血气情况和通气

情况#但是经面罩更容易发生酸碱度失衡和代谢碱中毒#经鼻

罩不良反应更少#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同时参照血气分析结

果对呼吸机参数进行及时的调整#加强床旁检测#随时减少

W%VVU

的不利因素#从而保证
W%VVU

的安全#提高
W%VVU

的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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