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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用 !"#$分析方法研究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危险因素& 方法%检索 ;<=!">'0?1

@AB'A:9CD$E"'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中 -*'*1*' F-*'.1*& 有关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危险因素的文献%对符

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后%采用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 结果%共纳入 & 篇文

献%其中病例组 )*) 例%对照组 ( '*5 例%!"#$分析结果显示!高龄"!"G(H'+%+.I#$G'H(5 FJH.)#'糖尿病

"!"G-H.5%+.I#$G'H)5 F(H+-#'吸烟"!"G-H-)%+.I#$G'H-5 F5H'-#'吞咽困难"!"G-H.*%+.I#$G

'H*& F.HJJ#'意识障碍"!"G-H5J%+.I#$G'H)+ F(H)-#是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而性别与

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无显著相关性"!"G-H*)%+.I#$G*H&+ F5HJ5#& 结论%该研究结果显示高龄'合

并糖尿病'吸烟'吞咽困难及意识障碍的脑卒中患者容易发生肺部感染&

%%"关键词#%脑卒中$%肺部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KJ5'%"文献标识码#%L%"文章编号#%')J5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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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 3/(&4&-&+5#"#6%&"'()*(+,%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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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性和高致死性的

特点%而肺部感染是脑卒中的常见并发症%也是患者

病情加重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肺部感染的发生与否

直接影响脑卒中患者的预后(')

& 找出脑卒中发生

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对预防肺部感染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目前有关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危险因素研

究的文献较多%但研究的结果存在不一致性& 因此%

为了进一步明确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文采用!"#$分析的方法提取'合并既往相关文献

的数据%明确其危险因素%为临床早期预防提供有效

证据&

?6资料与方法

?@?6文献检索策略6检索 ;<=!">'0?@AB'A:1

9CD$E"'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中 -*'*1*' F-*'.1*&

期间所有相关文献& 中文检索词*脑卒中+'*肺部

感染+及*危险因素+%英文检索词*O#D:S"+'*4<EU

3ET"9#3:E+'*D3OS T$9#:DO+&

?@A6纳入和排除标准

'H-H'%纳入标准%"'#脑卒中和肺部感染的诊断

明确(-)

$"-#回顾性病例1对照研究或队列研究$"(#

,'&5,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报道了脑卒中合并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5#提供

了研究危险因素的4:U3O#39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包

括其 +.I可信区间&

'H-H-%排除标准%"'#重复报道'数据错误或无完

整数据的文献$"-#只提供单因素分析结果%而没有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的文献&

?@B6文献质量评价6采用 YB@"Y"V9$O#4"1B##$V$#

质量评分量表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评价内容

包括病例组与对照组对象的选择"共 5 分#'组间可

比性"共 - 分#和暴露因素测量"共 ( 分#& 总得分

越高说明该文献质量越好& 由 - 人独立进行文献质

量评价%当意见不一致时%通过讨论并征求第三人建

议来决定&

?@C6数据采集6对符合纳入要求的文献%记录第一

作者的姓名'发表时间'病例组和对照组例数&

?@D6统计学方法6应用 @#$#$''H-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 以!"值及其 +.I#$表示各项研究

的合并效应值& 合并效应值前先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异质性检验%若文献间无异质性"Z

-

a.*I%Fb*H'#%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数据$反之%则提示文献间存

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 采用 0UU1

"Dc#"O#检验纳入的文献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Fa

*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6结果

A@?6纳入文献基本特征6初始共检索到 &J 篇文

献%按照本研究的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终纳

入合格文献 & 篇& 共累计纳入病例组 )*) 例%对照

组 ( '*5 例& 所有纳入研究的组间可比性均为 '

分%暴露因素测量均为 - 分%病例组和对照组对象的

选择为 ( F5分%提示纳入文献的质量较高& 见表 '&

表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年份 病例组例数 对照组例数 YB@评分

刘%炜(()

-*'5 .- )'J J

闫海清(5)

-*'5 () -+5 )

朱%莉(.)

-*'5 -' '.J )

黄%贞())

-*'( () '5* J

刘莹莹(J)

-*'- &. ..J )

蒋中平(&)

-*'- '5* (&* J

周元芳(+)

-*'* J. 5'* J

张幼林('*)

-*'' ')' .5+ )

A@A6性别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6. 篇

文献纳入分析%组间存在异质性"Z

-

G&(H5%Fa*H*'#%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结果显示性别与脑卒

中发生肺部感染无相关性 "!"G-H*)%+.I#$G

*H&+ F5HJ5%FG*H*+'#& 见图 '& 偏倚分析表明纳

入文献无发表偏倚"0UU"Dc#"O#FG*HJ.*#&

图 '%性别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A@B6年龄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5 篇文

献纳入分析%组间存在异质性"Z

-

G+(H5%Fa*H*'#%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结果显示年龄与脑卒

中发生肺部感染有显著相关性"!"G(H'+%+.I#$G

'H(5 FJH.)%FG*H**&#& 见图 -& 偏倚分析表明纳

入文献无发表偏倚"0UU"Dc#"O#FG*H'..#&

图 -%年龄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A@C6糖尿病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6J

篇文献纳入分析%组间存在异质性"Z

-

G)JH)%FG

*H**.#%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结果显示糖

尿病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有显著相关性"!"G

-H.5%+.I#$G'H)5 F(H+-%Fa*H*'#& 见图 (& 偏倚

分析表明纳入文献无发表偏倚"0UU"Dc#"O#FG*H'5.#&

图 (%糖尿病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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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6吸烟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65 篇

文献纳入分析%组间存在异质性"Z

-

G&5H'%Fa*H*'#%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结果显示吸烟与脑卒

中发生肺部感染有显著相关性"!"G-H-)%+.I#$G

'H-5 F5H'-%FG*H**&#& 见图 5& 偏倚分析表明纳

入文献无发表偏倚"0UU"Dc#"O#FG*H(+.#&

图 5%吸烟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A@E6吞咽困难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65

篇文献纳入分析%组间存在异质性"Z

-

G&&H&%Fa

*H*'#%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结果显示吞咽

困难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有显著相关性"!"G

-H.*%+.I#$G'H*& F.HJJ%FG*H*('#& 见图 .& 偏倚

分析表明纳入文献无发表偏倚"0UU"Dc#"O#FG*H'*'#&

图 .%吞咽困难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A@F6意识障碍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篇文献纳入分析%组间无异质性"Z

-

G')HJ%FG*H(*)#%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数据%结果显示意识障碍与

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有显著相关性"!"G-H5J%

+.I#$G'H)+ F(H)-%Fa*H**'#& 见图 )& 偏倚分

析表明纳入文献无发表偏倚"0UU"Dc#"O#FG*H*+J#&

图 )%意识障碍与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性

B6讨论

B@?6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脑卒中的发生率

也在逐年升高%脑卒中患者通常在发病前就已合并

糖尿病'支气管炎等疾病%而发生脑卒中后%因长期

的卧床治疗等%更容易发生相关并发症%而肺部感染

是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 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

感染%其治疗比一般肺部感染的治疗更加棘手%且患

者预后更差& 因此%对于脑卒中患者应提高警惕%采

取相应的措施防范各种导致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使患者早日康复&

B@A6本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患者对脑卒中后发生肺

部感染的易感性有差异%而高龄脑卒中患者容易发

生肺部感染%主要原因是由于高龄患者机体多个器

官衰老退化%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减退%患者自身呼

吸器官%包括肺'呼吸道等功能减弱%呼吸道防御能

力差%对呼吸道内分泌物清除能力下降而导致其积

聚%容易引发细菌生长& 糖尿病患者血糖较高%细菌

在高血糖环境中利于生长繁殖%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此外%高血糖还会引起白细胞'巨噬细胞等防御细胞

的吞噬能力下降%机体对细菌的抵抗力下降& 还有

研究发现高血糖可导致血流缓慢'血红蛋白携氧能

力下降容易发生肺淤血('-)

%因此合并有糖尿病的脑

卒中患者%其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增高& 这提示对

于合并有糖尿病的脑卒中患者%积极治疗糖尿病%调

节血糖水平%可以有效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 研究

证明%长期吸烟患者容易发生各种肺部疾病%如支气

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其机制主要是长期大量

吸烟可引起支气管黏膜水肿'纤维变性%或直接损伤

支气管黏膜%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杀菌能力%从而

导致支气管黏膜清除能力减退%分泌物增多和积聚

在支气管和肺部而引起肺部感染('()

& 因此对于长

期吸烟的脑卒中患者%应给予及时的畅通呼吸道等

处理措施%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 本研究显示存在

吞咽困难的脑卒中患者易发生肺部感染%其发生原

因通常是因为患者误吸%吸入食物'胃1食管反流物'

口咽分泌物等引起吸入性肺炎& 因此对此类患者应

进行早期筛查和进行适当的吞咽功能训练%促进其

吞咽功能尽早恢复%减少误吸& 部分脑卒中患者会

发生意识障碍%发生意识障碍时%患者咳嗽反射消

失%不能有效清除呼吸道内有害物质%且此时机体的

迷走神经处于兴奋状态%支气管痉挛及分泌物增多%

利于细菌的生长而发生肺部感染& 因此%保持意识障

碍患者呼吸道通畅是预防肺部感染的重要措施& 本研

究未发现不同性别的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存在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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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提示性别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肺部感染发生率&

B@B6本研究的优势在于采用!"#$分析的方法合并

来自4:U3O#39回归分析的数据%其纳入的例数大%且

各个效应值均经过校正%因此本研究统计效能高%且

纳入的文献均不存在发表偏倚%因此结论较单个研

究的结果可靠& 但不足之处在于%本研究纳入的文

献均为国内报道%致使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本研究观察的指标较少%这是由于这些指标观

察的文献较少%而!"#$分析要求纳入数达到一定的

数量才有较高的统计效能& 这些局限性均会对结果

造成一定的影响%需待今后更进一步完善研究&

总之%高龄'糖尿病'吸烟'吞咽困难及意识障碍

的脑卒中患者容易发生肺部感染%临床上应针对上

述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控制及降低肺部

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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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并评价尘肺患者大容量肺灌洗"\`̀#应用临床护理路径"AY;#的效果& 方法%将

.* 例行\`̀ 的尘肺患者按住院顺序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 例%实验组实施AY;护理模式%对照组实施传

统护理模式%对比两组实施效果& 结果%实验组平均住院天数'平均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患者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a*H*'#& 两组灌洗后临床症状综合积分低于灌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Fa*H*.#%两组灌洗后 ( >肺功能较灌洗前有改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b*H*.#& 实验

组AY;前 @À1+* 总分及阳性项目数均较高%AY;后 @À1+* 总分及阳性项目数明显降低%两组治疗后心理状

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a*H*.#& 结论%在尘肺患者行\`̀ 中实施AY;护理模式%能降低住院费用%缩

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提高医护质量及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在临床中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尘肺$%大容量肺灌洗$%临床护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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