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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应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CPAP)在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 选取91例早产儿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患儿在出生后出现缺氧即予以 NCPAP进行呼吸管理，对 

照组患儿只有在吸氧浓度(FiO2)>4o％ ，经皮血氧饱和度(TcSO )波动于85％ 一88％时予以 NCPAP。观察 

两组有创机械通气率、院内感染发生率和慢性肺疾病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有创机械通气率为32．65％，对 

照组为59．52％，实验组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院内感染率(12．24％)也低于对照组(30．95％)(P< 

0．05)；慢性肺疾病发生率(8．16％)也低于对照组(23．81％)(P<0．05)。结论 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 

早期应用NCPAP可明显降低有创机械通气、院内感染和慢性肺疾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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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e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arly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in 

the premature infant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Methods A total of 91 premature infant with RD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n=49)NCPAP was started when oxygen deficien- 

cy occurred；in the control group(n=42)NCPAP was started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oxygen inhalation(FiO2)was 

>4O％ and transeutaneous oxygen saturation between 85％ and 88％ ．The rat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the rate of 

hospital infection and the rate of the chronic lung disease were observed．Results The rat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32．65％)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59．52％)in the control group，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between them(P<0．05)；the rate of hospital infection(12．24％)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30．95％)in the control group(尸<0．05)；the rate of chronic lung disease(8．16％)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23．81％)i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Using early NCPAP in the premature in— 

rant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can reduce the rat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the rate of hospital infection and 

the rate of chronic lung disense obviously． 

[Key words] Premature infan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 Mechanical ventilation； Hospital infection； Chronic lung disease 

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 

five airway pressure，NCPAP)简单、易行、无创，近年 

来已在新生儿监护病房广泛应用 。本院早期应 

用 NCPAP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07-01～2009．12本院新生 

儿监护病房(NICU)收治的 91例早产儿，其中男 54 

例，女 37例，胎龄 28～36 w，出生体重900～2 750 g。 

所有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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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呻吟、吐沫等临床表现，均符合《实用新生儿学》 

RDS诊断标准 引。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早 

期 NCPAP组)49例和对照组(正常 NCPAP组)42 

例，两组性别、胎龄、出生体重、Apgar评分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面±s)] 

1．2 治疗方法 实验组早期给予 NCPAP辅助呼 

吸，即在出生后出现缺氧，自主呼吸 >60~．／min，均 

予以分叉的鼻导管NCPAP支持。对照组出生后先给 

予鼻导管吸氧、面罩吸氧，氧流量为 1—3 L／min。当 

吸氧浓度(FiO2)>40％，氧分压(PaO2)仍 <50 mmHg 

或经皮血氧饱和度(TcSO )波动于 85％ 一88％时改 

用 NCPAP。辅助呼吸仪器为德国 STEPHAN的 NC- 

PAP system，初调参数依据原发病及病情轻重程度 

而定：氧流量(Oxygen Flow)6—8 L／min，FiO2 0．3～ 

0．6，呼气终末正压(PEEP)4～5 cmH：O。机械通气 

指征为：NCPAP后，FiO2>60％，PaO2≤50 mmHg，二 

氧化碳分压(PaCO )I>70 mmHg，且 pH<7．2，或反 

复出现呼吸暂停。观察两组患儿在应用 NCPAP后 

的有创机械通气率、院内感染发生率和慢性肺疾病 

发生率等变化。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露±s)表示，两组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应用 NCPAP治疗后，实验组的有创机械通 

气率、院内感染发生率和慢性肺疾病发生率均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应用NCPAP治疗后三项观察指标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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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新生儿 RDS又称新生儿肺透明膜病(HMD)， 

是新生儿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生于早产儿、低出生体 

重儿、剖宫产儿、胎粪吸人综合征患儿，是由于出生 

后 1周内肺泡表面活性物质(PS)缺乏引起。PS在 

胎龄20—24周时初现，35周后始迅速增加，故本病 

多见于早产儿，出生时胎龄愈小，发病率愈高，表现 

为气促、吸气三凹征、呼气性呻吟、青紫等不断加深， 

甚至有呼吸暂停，肌张力低下，低血压甚至休克 。 

近年来，足月儿 RDS发病率也有增加趋势 。 

3．2 NCPAP用于治疗早产儿 RDS已得到广泛的认 

可，但对 RDS的发生是否有预防作用，目前仍存在 

争议 J。NCPAP是患儿在整个呼吸周期中接受高 

于大气压的气体通气，可在整个呼吸周期的吸气相 

与呼气相均提供一定的正压，以保持气道处于一定 

的扩张状态，可增加跨肺压力，减少呼吸道阻力，增 

加功能残余气量和呼吸道直径，减少了肺泡做功，减 

少了肺表面活性物质的消耗，使 自主呼吸变得有规 

律，减少呼吸功，压低膈肌等作用。由于呼气末增加 

了气体存留，因此功能残气量增加，防止了呼气时肺 

泡萎陷，从而提高氧合及减少肺 内分流 J。同时， 

NCPAP的治疗为无创性，保护了气道的完整性、保 

持气道防御机制，改善肺泡气体交换而降低相关肺 

损伤的发生。NCPAP早期应用可有效减少、减轻或 

防止呼吸衰竭的发生，是治疗新生儿呼吸困难和潜 

在性呼吸衰竭并预防呼吸衰竭的有效方法，同时也 

尽量避免了在高体积分数、高压力氧疗下可能带来 

的不良反应 。 

3．3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 

早期应用NCPAP可显著降低有创机械通气率、院内 

感染率和慢性肺疾病发生率(P均 <0．05)。NCPAP 

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护 

理措施 ，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对提高治愈率具有重要 

意义。早期使用 PS并联合 NCPAP可有效预防极低 

出生体重儿 RDS的发病率，并改善 RDS的治疗效 

果 J。另有报道_】 ，多达 55％胎龄在25～26周和 

40％胎龄在27～28周早产儿尽管使用了NCPAP，仍 

然需要在5 d内气管插管进行机械通气。NCPAP使 

用中应注意的问题：(1)密切观察 PaO ，应避免造成 

气胸。(2)对存在有高碳酸血症的患儿施行 NCPAP 

时采用加大氧流量、降低呼气压力的方法，可在提高 

PaO 的同时使 PaCO：相应降低。(3)控制 FiO：，防 

止腹胀，防止鼻塞漏气和保持呼吸道通畅l-1̈。总 

之，NCPAP作为新的无创呼吸支持技术，在RD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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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值 

得高度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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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布地奈德联合利巴韦林、氨溴索雾化吸人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方法 将我 

院160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8O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给予布地奈德联合利巴韦林、氨溴索雾化吸人治疗，观察两组的临床效果。结果 观察组显效率为 

90．0％，总有效率为1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1．3％和78．8％(P<0．01)；观察组临床症状、体征恢复时 

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1)。结论 布地奈德联合利巴韦林、氨溴索雾化吸人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 

显著，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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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urative effect of aerosal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cl with ribavirin and ambroxol i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olitis PANG Ming—xing，HUANG Zhen．Department of Pediatrics，Pubei People’S Hospital of 

Qinzhou，Guangxi 535300，China 

[Abstract] 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erosal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riba— 

virin and ambroxol i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olitis．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patients with bronehiolitis w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