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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微创血肿穿刺抽吸引流术在重症高血压出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收集

3483I48 T3486I48 该院收治的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K5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观察组$87 例%采用

微创血肿穿刺抽吸引流术进行治疗#对照组$8L 例%采用传统开颅术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治疗前后UVAWW评分及疗效' 结果<观察组的手术时间!$6LX9 Y;XL%1"?"短于对照组!$98X5 Y

88X7%1"?"$!Z4X48%)观察组术中出血量!$834X7 Y37XL%1+"少于对照组!$398X5 YL8X6%1+"$!Z4X48%)观

察组治疗后UVAWW评分!$8KX6 Y9X5%分"低于对照组!$35X3 Y88X3%分"$!Z4X48%)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Z4X45%' 结论<微创血肿穿刺抽吸引流术操作简便(安全(可靠#可有效改善患者术后神经功能#提高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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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是高血压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且此病发

展迅速#如果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临床治疗#可能

会造成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损伤严重#甚至可能造

成患者死亡#因此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

提高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治疗方法多为开颅血肿清除术!8"

#由于传统

开颅术手术切口较大#手术风险较高#因此治疗效果

并不是十分理想'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微创手术

已逐步应用于临床多种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取得理

想效果#微创手术具有手术切口小(术后易恢复(安

全性高等优点#因此#本研究比较了传统开颅手术和

微创手术在高血压脑出血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现报告如下'

@8资料与方法

@A@8一般资料8收集 3483I48 T3486I48 我院重症

监护室$V2̂ %收治的 K5 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 87 例和对照组 8L 例'

观察组采用微创血肿穿刺抽吸引流术治疗#对照组

采用传统开颅术治疗'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_4X45%#具有可比性' 见表 8'

表 8<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Y5$%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病程$$%

观察组 87 88 L 57X5 Y3X8 LXK YKX8

对照组 8L 84 L 57X8 Y3X5 LX; YKX9

!

3

>1

: 4X489 4X586 :4X35K

! : 4X794 4X;88 4X743

@AB8治疗方法8观察组通过微创血肿穿刺抽吸引

流术进行治疗#即使用三维立体 2[技术#选择检测

图中血肿量最大的层面#以血肿外层距离颅骨内板

最近位置作为钻颅孔#使用电钻将颅骨钻开#血肿腔

内置入脑穿针#将针芯拔出#使用 5 1+注射液将少

量碎小血凝块吸出!3"

#确定穿刺针正确置入血肿腔

后#将脑穿针拔出#沿之前的穿刺路径置入引流管#

继续对血肿部位进行抽吸#抽吸过程中应注意动作

尽量缓慢(无阻力(间断#只将患者颅内的血肿清除

而不损伤其他正常组织' 为了避免患者出现继发性

出血或脑损伤#首次清除血肿时不需要将血肿完全

清除#抽吸完成后注入 K T6 1+生理盐水#以避免因

血肿清除后#血肿腔内压力下降过快而造成再出血'

手术结束后将引流管夹闭 8 $ 后再开放#通常情况

下首次抽吸血肿量控制在 K4` T;4`#待引流液变

为清亮后#注入 84 444 Ĵ3 1+的尿激酶生理盐水#

夹闭 3 T6 $后再开启#重复上述步骤#每日进行 8 T

3 次#待2[结果显示患者颅内血肿部位消除后#移

除引流管' 对照组通过传统开颅术进行治疗'

@AC8评价指标8以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

间(治疗前后神经功能评分及疗效作为观察指标#采

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UVAWW%评分对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进行临床疗效评价' 基

本治愈&患者治疗后 UVAWW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 _

94`)显效&患者治疗后 UVAWW 评分较治疗前降低

6;`T94`)好转&患者治疗后UVAWW 评分较治疗前

降低 87` T65`)无效&患者治疗后 UVAWW 评分较

治疗前降低Z87`#或较治疗前增加#或患者死亡'

@AD8统计学方法8应用 W>WW8KX4 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Y标准差$

!

=Y5%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1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3 检验#等级

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Z4X4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8结果

BA@8两组手术情况比较<观察组的手术时间!$6LX9 Y

;XL%1"?"短于对照组!$98X5 Y88X7%1"?"#术中出

血量!$834X7 Y37XL%1+"少于对照组 !$398X5 Y

L8X6%1+"#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X48%'

见表 3'

表 3<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

=Y5$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1"?% 术中出血量$1+%

观察组 87 6LX9 Y;XL 834X7 Y37XL

对照组 8L 98X5 Y88X7 398X5 YL8X6

1 : :8KX568 :9XKL9

! : 4X444 4X444

BAB8两组手术前后UVAWW评分比较<观察组治疗后

UVAWW 评分!$8KX6 Y9X5%分"低于对照组!$35X3 Y

88X3%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X48%'

见表 K'

表 K<两组手术前后UVAWW评分比较!#

!

=Y5$"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87 63X8 Y5X5 8KX6 Y9X5

对照组 8L 68X3 Y5XL 35X3 Y88X3

1 : 4X6L5 :KXK;7

! : 4X;K7 4X443

BAC8两组疗效比较8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Z

4X45%' 见表 6'

*L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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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观察组 87 5 7 K 3

对照组 8L 3 6 ; 5

<注&经秩和检验#"\:3X45;#!\4X464

C8讨论

脑出血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损伤疾病#其具

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K"

' 近年来随着微创技

术的发展#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已成为临床上治疗

高血压脑出血的常用治疗方法!6"

#其在临床治疗中

主要具有以下优点&$8%对脑组织损伤小)$3%2[显

示下可以直接对血肿部位进行穿刺!5"

#可以较早地

解除血肿的压迫)$K%治疗对患者的肝肾功能无要

求!;"

)$6%可清除开颅手术所无法处理的深部血肿)

$5%可通过注入尿激酶加速血肿的清除!L"

' 高泽

勇!7"使用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进行高血压脑出血

治疗发现#其手术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开颅术#同时手

术操作时间和术中出血量也明显较少' 本次研究发

现#观察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Z4X45%#且术中出

血量少于对照组#手术时间短于对照组#与高泽

勇!7"前期报道基本一致#同时本次研究通过进一步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UVAWW 评分发现#观察组神

经功能恢复效果更佳$!Z4X48%#可有效改善患者

术后的神经功能#提高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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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脉搏灌注变异指数$>]V%在休克患者复苏过程中的评价作用' 方法<选取该院

V2̂ 内休克患者 K6 例#根据>]V监测值进行复苏方案的指导#并观察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WGa

3

%(中心静脉

压$2]>%变化情况及与>]V之间存在的关系' 结果<经过复苏方案治疗后#所有患者均有明显改善#治疗后

K -时 WGa

3

(2]>明显升高#>]V明显下降)>]V与 WGa

3

(2]>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4X48%' 结论<>]V在休克患者复苏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评价作用#适合作为复苏方案制订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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