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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尘肺患者六分钟步行试验与肺功能&血气分析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该院临

床诊断明确的 %%$ 例尘肺患者$进行六分钟步行试验$并测定静态肺功能&动脉血气分析指标% 结果!六分钟

步行距离"&=>?#与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ABC#&@,A%占预计值百分比"@A,%C#&一秒率"@,A%D@AB#&

血氧分压"E/F

#

#呈正相关% 结论!六分钟步行试验能对尘肺患者的肺功能及全身功能状态进行评估$成本

低$操作简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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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是由于患者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矿物

性粉尘$并在肺内沉积$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

维化为主要病理改变的全身性疾病% 粉尘是引起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重要因素% 尘肺患者在长期接触

生产性粉尘$导致肺间质纤维化的同时$气道也同样

受到损害$引起不同程度的阻塞&变形$造成气流不

可逆性受限(%)

% 因此$尘肺患者合并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比较普遍% 目前$肺功能检查是公认的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诊断及病情评估的*金标准+% 血气分

析可以反映患者机体的代谢情况和缺氧程度$但血

气分析需专业仪器设备$基层医院较难检测% 静态

肺功能测定需专业设备$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与生

活能力的相关性较差$不能反映患者的呼吸和运动

功能的受损程度% 六分钟步行试验简单易行$是一

种对运动耐力的检测$可以反映患者的心肺功能和

运动能力$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疾病严重程度的评估&

康复治疗效果的判断(# ]()

% 本文将研究尘肺患者六

分钟步行距离"&=>?#特点$并探讨 &=>?与肺功

能&血气分析指标的相关性%

@3资料与方法

@A@3一般资料!收集我院 #$%#-$% ]#$%(-%# 住院尘

肺患者 %%$ 例$均为男性$平均年龄"I& (̂ _J Î#岁%

患者均符合尘肺病诊断标准" \̀"*$-#$$'#

(&)

$无肺

部其他疾病% 按照尘肺诊断标准分为三组$壹期组

I)例$贰期组 )& 例$叁期组 )% 例% 入院后均在入院

当天行六分钟步行试验&肺功能检查和动脉血气分析%

@AB3六分钟步行试验3参照美国胸科学会"HNY#

推出的,六分钟步行试验指南-的建议(*)

% 选取我

科病房 )$ .的走廊$在两端作出标记$每 ) .标记

一次% 患者穿着舒适的衣物及鞋$试验前静息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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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测定脉搏&血压&指脉氧% 患者行走时尽可能沿直

线快速行走$直到 & .03停止$让患者停止不动$立即

测定脉搏&血压&指脉氧$测得步行距离即为 &=>?%

患者行走时不可予以语言鼓励$试验中如出现头晕&

心绞痛&呼吸困难等不适$应立即停止试验% 试验前

备好各种急救物品%

@AC3肺功能测定3肺功能检测采用我院 YE-% 肺功

能仪$选择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ABC#&

@,A%占预计值百分比"@A,%C#&一秒率"@,A%D@AB#

作为观察指标% 肺功能检测时保持环境温度&湿度

相对恒定% 检测前静坐 ( .03$重复测定 ) 次$取平

均值%

@AD3动脉血气分析指标测定3患者入院后$在安静

未吸氧的状态下即抽取桡动脉血 % .1$送检验科$采

用雷度米特H\['$@[,a血气分析仪进行血气分析

检查$选择血氧分压"E/F

#

#&二氧化碳分压"E/BF

#

#

作为观察指标%

@AE3统计学方法3应用 YEYY%* $̂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_标准差"

!

?_9#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变量相关性分析采用

EO/RM73相关分析法% F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3结果

BA@3三组尘肺患者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比较!所有研

究对象完成肺功能检测&动脉血气分析指标检测及六

分钟步行试验% 试验过程顺利$未发生不良反应导致

试验终止% 三组在 @ABC&@A,%C&@,A%D@AB"C#&

E/F

#

及 &=>?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b

$ $̂(#% 见表 %%

表 %!三组尘肺患者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_9"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ABC @A,%C @,A%D@AB"C#

E/F

#

"..c4# E/BF

#

"..c4#

&=>?".#

壹期组 I) I* Î& _J #̂$ %$% *̂& _%& #̂& ') &̂( _%' )̂I *( Î) _%$ '̂( J# #̂J _* %̂* )J (̂I _) *̂J I*) ĴJ _I& *̂$

贰期组 )& I& &̂* _' (̂% '( *̂% _%' *̂' J' %̂# _%* ĴI *$ #̂% _& &̂(! ** Ĵ( _J '̂' )* $̂& _# *̂) II( Ĵ' _(& Ĵ(

叁期组 )% ($ '̂& _* Ĵ& J% '̂* _%( Ĵ' && &̂' _## '̂J &( Ĵ# _%J Î$ *% Î) _J *̂I )& '̂& _) Ĵ% I$( )̂$ _&# )̂$

G + % Ĵ'$ %% Î)$ %I Ĵ'$ ( #̂'$ %) Ĵ#$ % ĴIJ %# %̂'$

F + $ %̂(J $ $̂$$ $ $̂$$ $ $̂$$ $ $̂$$ $ %̂&I $ $̂$$

BAB3尘肺患者 &=>?与各项检测指标的相关性分

析结果!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与 @ABC&

@A,%C&@,A%D@AB"C#及E/F

#

呈正相关"Fb$ $̂(#%

见表 #%

表 #!尘肺患者 &=>?与各项检测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ABC @A,%C @,A%D@AB"C#

E/F

#

E/BF

#

5 $ #̂%% $ #̂## $ #̂I& $ &̂'* $ $̂#(

F $ $̂II $ $̂)( $ $̂)# $ $̂$$ $ Ĵ#$

C3讨论

CA@3尘肺病是我国目前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

尘肺病可以预防$但难以治愈$严重影响了患者身体

健康和劳动能力% 尘肺患者常常合并肺部感染&肺

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疾病(J)

% 早期尘肺患者

肺功能损失不明显$但随着肺纤维组织增多和代偿

能力的下降$可出现各种肺功能异常% 尘肺病患者

肺功能可表现为正常或不同程度的损失(')

% 尘肺

级别越高$肺功能损伤越严重(%$)

% 我们的研究发现$

随着尘肺的级别升高$肺功能中的 @ABC&@A,%C&

@,A%D@AB呈下降趋势% 血气分析中的E/F

#

与肺功

能中的@AB&@,A%具有相关性% 肺功能的损害与低氧

血症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

% 我们的研究发现尘

肺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氧血症$与报道相符%

CAB3步行试验是评价运动耐力的可靠工具$可用于

评估患者的心肺功能(%#)

% 六分钟步行试验更接近

于患者日常生活的活动水平$更适用于评价患者活

动的持久力与次级运动能力% 单纯的肺功能检查与

动脉血气分析无法评估患者的日常生活与运动能

力% 大量研究(%) ]%()发现 &=>?与患者的肺功能具

有相关性$能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我们的研究发

现尘肺级别越高$&=>?越短'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与@ABC&@A,%C&@,A%D@AB"C#及 E/F

#

呈

正相关$表明肺功能受损越严重$步行距离越短$运

动能力明显下降% E/F

#

与 &=>?亦呈正相关$表

明机体处于缺氧状态下$骨骼肌功能出现异常$运动

能力下降$步行距离缩短%

CAC3&=>?与肺功能&E/F

#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的肺功能状况及全身缺氧程

度$可以作为尘肺患者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监测

方法$反映尘肺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肺功能检测&动

脉血气分析需专业仪器设备&专业技术人员$价格昂

贵$而六分钟步行试验不需要过多人力&物力$简单

易行$适合在临床$特别是基层医疗单位推广$具有

临床应用价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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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评分的变化% 结果!三组患者治疗前AHY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f$ $̂(#% 治疗后 )$ .03$N,eY 治疗

组AHY评分较治疗前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b$ $̂(#$药物治疗组和安慰剂对照组治疗前后AHY评分

无明显变化% 治疗后 &$ .03$N,eY治疗组&药物治疗组&安慰剂对照组AHY评分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b$ $̂(#$N,eY 治疗组和药物治疗组较安慰剂对照组AHY 评分下降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b

$ $̂(#% 治疗后 %#$ .03$三组AHY评分继续较前下降$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b$ $̂(#$但三组间AHY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f$ $̂(#% 结论!N,eY对疼痛治疗效果安全确切$有可能成为治疗宫腔镜检查手

术后疼痛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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