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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尘肺患者灌洗前与灌洗后 1周肺功能指标的变化并观察肺 

灌洗对患者短期内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对5O例接受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尘肺患者采用自身对照并按照 

肺功能判断标准分为正常组(27例)和异常组(23例)，分别进行灌洗前和灌洗后 1周肺功能指标变化观察比 

较。结果 肺功能正常组患者肺活量(vc)、肺总量(TLC)、用力肺活量(FVC)灌洗后 1周较灌洗前降低(P< 

0．05)；其他指标灌洗前后比较差异元统计学意义(P>0．05)。肺功能异常组患者观察指标灌洗前后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灌洗后肺功能降低指标的均值仍在正常范围内。结论 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 

洗术后 1周肺功能指标虽有降低，因其均值仍在正常范围，肺灌洗对尘肺患者肺功能无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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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imultaneous massive whole lung lavage on pulmonary function of pneumoeonio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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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hanges of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ators in the patients before and at 

one week after simultaneous massive whole lung lavage，to observed the impact of whole lung lavage on pulmonary 

function in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in shoa time．M ethods The self-controled methord were used in 50 patiens who 

received massive whole lung lavage and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n=27)and abnormal group(n=23)accod— 

ing to pulmonary function criteria to do the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indicators of one week re— 

spectively．Results VC，TLC，FVC at one week after lavage in norm al group of pulmonary function were reduced 

compared to those before lavage(P<0．0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lavage(P>0．05)；There was 110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lavage in the abmormal 

group of ptdmonary function(P>0．05)；The mean value of reduced indicators after the lavage were in the normal 

range．Conclus ion Although pulmonary function indictors were reduced after lavage but the mean value was in the 

norm al range．There re no adverse effects of whole lung lavage on pulmonary func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pneumoconi— 

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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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是目前国内发病人数最多的职业病，近年 

国内越来越多医疗机构把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技 

术用于治疗尘肺 ，本研究对 50例尘肺患者进行双肺 

同期大容量肺灌洗，以了解肺灌洗对患者短期内 

(灌洗后 1周)肺功能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06～2012．07在我院接 

受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尘肺患者5O例，全部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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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者，平均年龄45．6岁，平均身高 170．14 cm，平 

均体重67．34 kg，平均煤尘接触时间 10．45年。依 

据尘肺病诊断标准(GBZ 70．2009)进行诊断，12例 

为煤工尘肺 1期，38例为尘肺观察对象。按肺功能 

判断标准将5O例病人分为肺功能正常组(27例)和 

肺功能异常组(23例)。 

1．2 方法 

1．2．1 肺功能检查方法 灌洗前及灌洗后 1周采 

用德国康讯带体描箱的肺功能检、狈0仪进行检查，专 

人操作，每周定标一次，保证肺功能检查室温在 26℃ 

左右，给每位患者详细讲解肺功能检查注意事项，力 

争患者最佳配合，灌洗前及灌洗后均取5次检查结 

果的平均值。 

1．2．2 肺灌洗及治疗方法 采用全凭静脉全身麻 

醉，双腔支气管插管，纤维支气管镜定位，严格按照 

规范的大容量肺灌洗技术步骤进行-】J。50例均为 

接受同期双肺大容量肺灌洗患者，灌洗当日给予预 

防性应用抗生素，灌洗后常规应用盐酸氨溴索静滴。 

使用支气管舒张剂患者不纳人组内。 

1．2．3 观察指标 肺容积指标：肺活量(VC)、肺总 

量(TLC)、残／总比(RV／TLC)；肺通气指标：最大通 

气量 (MVV)、用力肺 活量 (FVC)、1秒率 (FEV 

1．0％)；肺换气指标：弥散功能(D CO)；气道阻力 

指标：呼气流速峰值(PEF)、最大呼气流量25％ ～ 

75％(MEF25~、MEFso~、MEF75~)。除残／总比外，其 

它指标均以实／预％表示。先组内进行 自身对照比 

较，再按肺功能判断标准 以术前肺功能检查残／ 

总比(RV／TLC)<35％，其他观察指标 >80％为正 

常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Excel建立数据库，应用 

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 

数 ±标准差(元±s)表示 ，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肺功能正常组 VC、TLC、FVC灌洗后 1周较灌 

洗前降低(均值仍在正常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肺功能异常组观察指标灌洗前后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1 27例肺功能正常患者灌洗前后肺功能观察指标比较(牙±s) 

表2 23例肺功能异常患者灌洗前后肺功能观察指标比较( ±s) 

注：RV／TLC为实测值，其他均为实／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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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煤矿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吸人大量含二氧化硅 

的煤炭粉尘。这些粉尘大部分通过呼吸被排出，但 

仍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各级支气管与肺泡内 ，引 

起临床症状，并可能导致煤工尘肺的发生。 

3．2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肺灌洗患者灌洗后 1周 

VC、TLC、FVC均较灌洗前降低(P<0．05)，其他指 

标与灌洗前无明显变化(P>0．05)。车审言等 对 

52例接受大容量肺灌洗的尘肺病人术后 10 d肺功 

能比较的结果总体各项指标在正常范围内略有降 

低。张楠等_5 对29例煤工尘肺患者观察灌洗前及 

灌洗后 2周肺功能变化，患者 MVV、TLC、FEV1、 

FEV1．0／FVC及 V25、Vso、V75均明显下降。我们的研 

究结果与他们的报道基本吻合 ，说明肺灌洗后短期 

内患者肺功能未恢复至灌洗前水平。但是由于双肺 

同期大容量肺灌洗可以通过灌洗液体的直接机械清 

洗及肺脏的廓清功能，清除绝大部分附着在各级支 

气管和肺泡表面的粉尘、吞尘细胞及炎性细胞，并清 

除了阻塞小气道的痰栓；同时肺灌洗术后通过咳嗽 

动作将支气管内分泌物、痰栓、部分粉尘进一步排出 

体外；这些活动疏通了气道 ，减少呼吸道阻力 J，使 

术后患者的胸闷、气急、呼吸困难症状减轻。 

3．3 我们按照灌洗前肺功能正常与否分组，分别进 

行灌洗前后比较。肺功能正常组 VC、TLC、FVC术 

后1周较灌洗前降低(P<0．05)；而肺功能异常组 

观察指标灌洗前后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通过数据分析，肺功能正常组灌洗后降低 

的肺功能指标均值仍在正常范围内，统计学的差异 

并不说明其灌洗后有肺功能的损害。王楠 对 100 

例 1期煤工尘肺患者进行大容量肺灌洗治疗，比较 

灌洗前和灌洗后 1个月的肺功能结果，显示肺功能 

正常者灌洗前后各项指标无明显变化；肺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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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灌 洗后 的小气道 (FEFso、FEF25)及 弥散功 能 

(DI，CO)有所改善 (P<0．05)，通气功能 (FVC、 

MVV)无明显变化。这种分组比较结果不同的原因 

可能与观察对象选取存在差异、肺功能检查仪器不 

同产生的机械误差以及观察时间点选取不同病人出 

现不同阶段肺功能的变化等因素有关。 

3．4 由于我们观察的对象是尘肺观察对象和刚确 

诊的 1期尘肺患者，大部分几乎无临床症状或症状 

不明显，因此我们没有进行灌洗前后临床症状学的 

观察比较。 

3．5 我们通过本研究认为，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 

后 1周肺功能部分指标虽然降低，但其均值仍在正 

常范围内，不表明灌洗后出现肺功能的损害，认为肺 

灌洗对于不论尘肺观察对象还是 1期尘肺患者肺功 

能无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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