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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与鼻动力切割术治疗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的短期效果比较

赵 阳 ，
王光却 ，

王最青 ，
彭 波

，
吴志鹏（ 广东省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 广东湛江 ５２４００ ３ ）

摘 要 ： 目的 比较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与鼻动力切割术治疗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
ＯＳＡＨＳ

）
的短

期疗效 。 方法 选择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ＯＳＡＨＳ患儿８ ４例
，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每组４２例 。 对照组行鼻动力切

割术 ， 观察组行低温等离子消融术 ，
比较两组患儿的手术情况 。 术后 ６个月 复查 ，

比较两组患儿的呼吸暂停低通气指

数 （
ＡＨＩ） 、 最低动脉血氧饱和度 （

ＬＳａ〇 ２） 、 生活质量 、 临床疗效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 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手术时 间明显

长于对照组 ， 术中 出血量则少于对照组 ，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亦低于对照组 （
Ｐ＜〇 ．〇 ｌ或０ ．０５

） ； 术后６个月 ，
两组患儿的

ＡＨ１ 、 ＬＳａ〇２及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Ｐ＜０． ０ １ ） ，

但术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及治疗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办 ０ ．０５ ） 。 结论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与鼻动力 切割术治疗ＯＳＡＨ Ｓ的疗效相当 ， 均能有效改善患儿症状 ， 但低温等离子

消融术术中出血量少 ， 术后并发症少 ， 能够减轻手术对患儿机体的影响 ， 安全性更高 。

关键词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 ； 鼻动力切割术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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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ＯＳＡＨＳ

）

是指在睡眠过程中患儿频繁出现部分或全部上气道

阻塞 ，
扰乱正常通气和睡眠结构 ，

同时还可导致慢

性鼻窦炎 、 分泌性中耳炎等病理 、 生理变化 ， 若不

及时治疗将对患儿健康发育产生严重影响 ［
１

］

。 扁桃

体或腺样体肥大是导致ＯＳＡＨ Ｓ的主要原因 ，
手术切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０９
－

０３
；
修订 日期 ：

２０ １ ７
－

１ １
－

１ ３

作者简介 ： 赵 阳
（
１ ９７６

－

） ，
男

， 本科 ， 主治医师 ，

除是 目前治疗ＯＳＡＨＳ的有效方法 。 但是由于儿童身

体发育不成熟 ， 在选择手术方式时不仅要注重临床

效果 ， 还要尽量减少手术对患儿的影响 ［

２
］

。 随着医

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与鼻动力切

割术被临床广泛应用 ， 本研究对两者治疗Ｏ ＳＡＨ Ｓ的

短期效果进行了 比较分析 ， 旨为ＯＳＡＨＳ患儿选择最

佳术式提供参考 。

１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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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阳
，
等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与鼻动力切割术治疗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的短期效果比较 ６６ １

１
． １一般资料

选择 ２０ １ ４年 １ 月 至２０ １６年 ６月 在我院接受手术治

疗的ＯＳＡＨＳ患儿８４例 。 纳入标准 ：
（ １）符合睡眠呼吸

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
⑵增殖腺－鼻咽腔比

率
（
Ａ／Ｎ

）
各 ０ ．７ １

，
纤维鼻咽镜检查腺样体堵塞后鼻孔

５ １％以上
；

（３）监护人知情同意 ， 并签署同意书 。 排

除标准 ： （１ ）仅 １个月 出现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
⑵合并

扁桃体肥大需同时切除 ； ⑶合并血小板减少 、 传染

性疾病 、 免疫性疾病 、 鼻息 肉及急性鼻窦炎 。 将所

有人组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每组４２例 。

对照组男 ２４例
，
女 １ ８例

；
年龄４

￣

１ ３岁 ， 平均 （８ ．４６土

２
． １ ４

） 岁 ； 平均病程
（
２５ ．７ ３± ４

．３７）个月 ；
腺样体中度

肥大 １ ３例 ， 重度肥大 ２９例 。 观察组男 ２３例 ， 女 １９

例
； 年龄４？ １ ３岁 ， 平均 （８ ．

２９ ± ２ ． ０７）岁 ；
平均病程

（

２ ６ ．４ １ ± ４ ． ６２
）
个月

；
腺样体中度肥大 １ ６例 ， 重度肥

大２６例 。 两组患儿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Ｐ＞０ ．
０５

） ， 具有可 比性 。

１
．
２方法

１ ． ２ ． １ 鼻动力切割术 对照组患儿行鼻动力 切割

术 ， 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 ， 患者取头后仰肩 高

位 ， 采用Ｄａｖｉ ｓ开 口器撑开 口 腔 ， 将细硅胶管插人
一

侧鼻腔 ，
将软腭 向前 、 上提并 吊起 ， 充分暴露腺样

体
， 清除 口 咽部及鼻腔分泌物 ； 另

一侧鼻 内镜进

人 ， 仔细观察解剖结果并锁定病灶部位 ， 采用美国

美敦力ＸＰＳ－

３０００耳鼻喉动力切 口 系统 ， 依次切除突

入鼻后腔上部 、 咽鼓管周 围 的腺样体 ，
确保肥大腺

样体切除干净 。 切除完毕后采用生理盐水浸泡过的

棉片压迫止血 ， 对于活动 出血点采用 电灼止血 。 常

规抗生素预防术后感染 ［

３４
］

。

１
．
２

．２ 观察组 观察组患儿行低温等离子消融术 。

所有患儿经 口气管插管全麻 ， 取仰卧垫肩头低位 ，

开 口 器撑开 口咽部 ， 用细硅胶管牵拉软腭 ， 收紧硅

胶管充分暴露 口 咽部 、 鼻咽 ， 在７ ０
°

鼻内镜引导下 ，

采用Ｃｏｂ ｌａｔｏｒ ｌｌ 低温等离子手术系统 （美国Ａｒｔｈｒｏｃａｒｅ

ｓ
ｐｏ

ｒｔｓ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公司 ）行腺样体消融术 。 将刀头经 口 咽

部送至鼻咽 ， 切割功率７档 ， 止血功率３档 ， 沿周 围

向 中央 ， 自下而上的顺序消融肥大腺样体 ， 每次消

融时间大约 １０ ｓ
，
术中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 等

离子刀进行凝血 ， 对于过度突入后鼻孔的腺样体可

适当弯曲刀柄在鼻内镜直视下进行操作 ，
术中 主要

操作轻缓 ， 保护周 围组织 ， 充分止血后结束手术 。

术后抗感染治疗 ［

５４
］

。

１
．３ 观察指标

（
１
）手术情况 ：

记录两组患儿的手术时间及术中

出血量
；
术 中 出血量＝术后吸引器中液体总量－术中

冲洗生理盐水量＋止血棉片估算的血量 ； ⑵临床症

状 ： 随访 ， 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对患儿术前 、 术后

６个月进行最少连续７ｈ的睡眠监测 ， 记录患儿的呼

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
ＡＨ Ｉ

）
、 最低动脉血氧饱 和度

（ＬＳａ〇 ２
） ；
⑶生活质量 ： 米用ＯＳＡ－

１ ８评分量表对患

儿术前 、 术后 ６个月 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 ，
分值 １ ８

̄

１２６分 ， 得分越低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
⑷临床疗效 ：

术后６个月根据临床症状及多导睡眠监测仪监测情况

对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 痊愈 ： 症状消失 ， 监测

各项指标正常 ； 好转 ： 临床症状及各项指标较治疗

前明显好转 ； 无效 ： 症状及各项指标无明显改善或

更加严重。 有效率＝

（疫愈＋好转 ）
／总例数 ｘ１ ００％

；
⑶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８ ． 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计量资

料以迁 ｓ表示 ， 采用 ｉ检验 ；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 采

用 Ｘ
２

检验 ； 有序分类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以

Ｐ＜０ ．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２ 结果

２
． １两组组患 儿手术情况的 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 ， 术中

出 血量亦少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 １
）

， 详见表 １ 〇

表 １ 两组患儿手术情况的比较（ ３ｆ±ｓ ）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 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对照组 ４２ １ ７ ．５ ９ 土 ３ ． ２７ １ ８ ．６ ７± ２ ． １ ９

观察组 ４２ ２ １ ． １４± ４ ．５２ ５ ．３ １
± １ ．

１４

两组比较均Ｐ＜０．０ １ 。

２ ． ２两组 患儿术后 ６个 月 ＡＨ Ｉ 、 ＬＳａＣｈ及生活质量 的

比较

两组患儿术后 ６个月 ＡＨＩ
、 ＬＳａ〇 ２及生活质量均

较术前明显改善 （
户＜〇

．〇 １
）
。 但术后两组上述指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Ｐ＞〇
．
〇５） ， 详见表２ 〇

２ ．３两组患 儿临床疗 效的 比较

术后６个月 ，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ｃ＝０． ９９ ５ ，Ｐ＞０． ０５

） ， 详见表 ３ 。

２ ．４ 两组患 儿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术后６个月 ， 观察组患儿未出现并发症 ， 对照组

患儿出现３例术后出血 ，
２例软聘损伤 ，

１例腺样体残

留
，
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 ４

．
３％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Ｘ

２
＝

４ ．４８７ ，
Ｐ＜０ ．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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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ＡＨＩ、 ＬＳａＣｈ及生活质量的比较

组别
Ａｆｆｌ／（次／ｈ

）
ＬＳａ〇 ２／％ ＯＳＡ－

１ ８／分
＿

Ｗ －Ｍ－

术則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对照组 ４２ ２０ ． １ ９土４ ． ９６ ５ ． ６３ 士 １ ．２６

ａ

７ １ ．３４ 
＋

 ３ ．３ ９ ９ １ ．２５± ６
．

４８
ａ

５９ ．６ １± ５ ．７６ ３４ ．５９ ± ４ ．２８

ａ

观察组 ４２ １ ９ ．５ ８± ４ ．８７ ５ ．４７±Ｕ ８

ａ

７０ ． ８６土 ３ ．２７ ９２ ． １ ４± ６．６２
ａ

５ ８ ．４８± ５ ．４３ ３５ ． １４± ４ ．３３

ａ

同组手术前后 比较 ：

ａ

Ｐ＜０ ．０ １
；
术后 两组比较均Ｐ＞０ ．０５ 。

表３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的比较例 （％ ）

组别 ｎ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观察组

４２

４２

２７ （６４ ． ２９
）

３７ （７
３

．８ １）

１４ （３ ３ ． ３３）

１ １
（２６ ．

１
９）

１ （２ ．３ ８）

０ （０． ００ ）

４ １ （９ ７ ．６２ ）

４２（ １ ００ ．００）

３ 讨论

ＯＳＡＨ Ｓ是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 的常见疾病 ， 腺

样体肥大是导致ＯＳＡＨＳ的主要原因 。 ０？ １ ０岁 的儿童

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
其腺样体也处于增殖阶段 。 虽

然 １０岁后会逐渐萎缩 、 消失 ，
但是在其发育过程中

如果上气道淋巴组织的增殖速度过快极易导致上气

道狭窄 ， 出现ＯＳＡＨ Ｓ
—系列症状 ［

７
］

。 ＯＳＡＨＳ会导致

患儿张 口 呼吸 、 睡眠打鼾等症状 ， 严重者还可导致

颜面发育畸形 ， 生产发育迟缓 ，
不利于儿童的健康

成长 。 目前手术切除腺样体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 常

见的手术方式包括电刀手术 、 激光手术 、 切割术及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等 。 虽然上述方法均可改善患者

的症状 ， 但传统的 电刀手术 、 激光手术 ， 操作粗

暴 ， 容易对病灶周 围组织造成损伤 ， 而患儿年龄

小 ， 手术耐受力有限 ， 因此合理选择手术方式尤其

重要 ， 应尽量减少对患儿的伤害和影响 。

目前
，
鼻动力切割术与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是治

疗ＯＳＡＨＳ较为先进的手术方法 。 鼻动力切割术式在

鼻内镜见识下 ， 使用 电动吸切器进行快速切除腺样

体。 鼻内镜视野广 ， 可多角度观察 ，
而且能够根据

患者鼻腔大小 、 腺样体大小选择合适的电动吸切器

弯度进行操作 ， 在手术过程中进行无死角操作 ，
最

大限度地清除病灶 ， 减少对病灶周 围健康组织的损

伤 ［

８
］

。 但本研究结果发现鼻动力切割术患儿的术 中

出血量要明显多于低温等离子消融术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是
一种软组织微创手术

，
通

过等离子高频产生的能量 ， 将电极和 电解质形成 的

电解液转化为等离子蒸汽层 ， 在４０？７０ 丈 的低温条

件下 ， 打开细胞间分子结合键
，
逐步分级为氯化物

和碳水化合物 ， 从而达到切割 、 消融组织的作用 。

同时 ， 在切割 过程中 ， 由 于细胞 内 外带 电离子运

动 ， 使病灶组织温度升高 ，
水分蒸发 ， 周 围血管收

缩 、 封闭 。 因此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不仅能切 ， 而且

还有很好 的止血效果 ［

９
］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在鼻 内

镜下操作 ， 视野清晰 ， 能够有效保持与 圆枕 、 咽鼓

管等的安全边界 ， 避免术中对其他组织的损伤 ， 彻

底消融病灶 ［

１ （）

］

。 而且 由于其可实现切 、 凝的交替进

行 ， 只要把握好操作节奏即可大幅度减少术中 出

血 ， 这也是观察组患儿术中 出血量低于对照组的原

因 。 通过术后６个月 随访发现 ， 两组患儿术后临床症

状的改善情况 、 临床疗效以及生活质量并无明显差

异 ， 但是观察组患儿术后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组 ，

充分体现了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在止血 、 切除方面的

优势 。

综上所述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与鼻动力切割术

治疗儿童ＯＳＡＨＳ的效果均十分显著 ， 但低温等离子

消融术在减少术中 出 血量及术后并发症方面略有优

势 ， 可降低手术对患儿机体的影响 。 临床应用过程

中还需根据患儿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最佳术式 。

参考文献 ：

［
１
］
俞晨艺 ， 蔡晓红 ，

温正旺
， 等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儿童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评估 ［
Ｊ

］
． 中华儿科

杂志 ， ２０ １ ５
，
５ ３ （３） ：１ ７２

－

１ ７７ ．

［２ ］ＤｕａｒｔｅＶ Ｍ
， 
Ｌ ｉｕ Ｙ Ｆ

，Ｓｈａｐｉ ｒｏ Ｎ Ｌ ． Ｃｏｂ ｌａｔ ｉ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ｎｓｉ ｌ ｌｅｃ
－

ｔｏｍ ｙａｎｄａ ｄｅｎ ｏ ｉ ｄｅ ｃｔｏｍｙｖ ｅｒｓｕ ｓｃｏｂ ｌ ａｔ ｉｏｎｐａ ｒ ｔｉ ａ
ｌ

ｉｎｔ ｒａ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ｔｏｎｓ ｉｌ
ｌ ｅｃ ｔｏｍｙａｎ

ｄａｄｅｎｏ 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ｉｎ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 Ｌａｒｙｎｇｏ ｓｃｏ

ｐ
ｅ

，
２０ １ ４

，
１ ２４（８ ）

： １９ ５ ９
－

１ ９６４ ．

［
３］ 王纯洁 ， 欧阳辉 ， 张健． 鼻内镜下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和动力

切割术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的对比研究ｍ ． 中 国中西医

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 ， ２ ０ １ ６
，
２４（６ ） ：４３ ９－４４２ ．

［４］ 陈钢 ，
刘凤荣 ，

吴慧莉 ， 等 ． 鼻 内镜下腺样体低温等离子消

融术和动力切割术的疗效比较 ［
Ｊ
］

． 中国 中西医结合耳鼻

咽喉科杂志 ，
２ ０ １ ４

，
２２（２ ） ：１ １ ８

－

１２ ０ ．

［
５

］
张 国顺， 黄晓阳 ， 李守民 ． 鼻内镜下腺样体低温等离子消融

术与切割术的短期疗效 比较及对咽鼓管功能的影响 ［
Ｊ
］

．

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 ２ ０ １ ７
，
２４

（
４

）
： １ ９４－ １ ９７ ．

［６ ］ 管志江 ， 张学云
，
李斌峰

，
等 ． 低温等离子切除扁桃体 、 腺

样体治疗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
Ｊ
］

． 临

床军医杂志 ，
２０ １ ５

，
４３ （４） ： ４２３－４２５ ，

［７ ］Ｚｋｉｒｉ Ｍ
，ＫａｒａａｖｕＳ

，
ＫａｐｕｓｕｚＺ

，ｅ
ｔ ａ ｌ ．Ｃｏｍｐ

ａｒｉ ｓｏｎ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ｅｎｏ 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ｔｅｃｈｎｉ

ｑ
ｕｅｓ ｗｉ 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２０ １７ 年 １ ２ 月

广 东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Ｖｏ ｌ
． ３ ５Ｎｏ． ６

Ｄｅｃ ．２０ １ ７ ６６３

ｏｎ
ｐ

ｏ 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ｏｃ ｉｌ ｉａｒｙ
ｃｌ ｅａｒａｎｃ ｅ ｒａｔｅｓ ：Ｃｏｂ ｌａ

？

ｔ 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ｖｓ ．ｃｏ ｌｄ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Ｊ ］ ．Ｉｎ ｔ
ＪＰｅｄ ｉ ａｔｒＯｔｏｒｈｉｎｏ －

ｌａｒｙｎｇｏ ｌ
，２０ １ ３

，７ ７ （３） ：３ ８ ９
－

３ ９ ３ ．

［
８

］
潘永

，
范绍舯 ， 李江 ， 等 ． 鼻内镜下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与

电动吸 引切割器切除腺样体的疗效对比分析ｍ ． 广西医

学
，
２０ １ ５

， ３７ （ １ ０） ：１ ５ １５
－

１ ５ １ ９ ．

［
９

］
陈伟军

， 熊 国锋 ， 项光早 ．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在儿童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中 的应用 ［
Ｊ
］

． 中国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
，
２０ １ ２

，
１ ９ （ １ ０ ） ： ５４２

－

５４３ ．

［ １ ０ ］ 张庆丰 ，
余翠萍 ， 李大伟 ， 等 ． 低温等离子射频扁桃体部分

切除术治疗儿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Ｊ ］
． 临床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
２０ １ １

，

２５ （３ ） ： １ １ ４ －

１ １ ６ ．

ＨｅｍｏＣｕｅＨｂ２０１＋分析仪应用于术中大出血患者的效果分析

黄 强
，
黄伯 万

＊

， 姜远旭 ， 马 磊
，
石 伟（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 深圳市麻醉医学工

程研究中心 ，
广东深圳 ５ １ ８０２０ ）

摘 要 ： 目的 分析在术中大出血患者中应用Ｈｅｍ ｏＣｕｅＨｂ２０ １ ＋分析仪的效果 。 方法 选择术中大出血需血红蛋白

（
ＨｇＢ）检测决定是否输红细胞的手术患者 １ ６０例 ，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 每组８ ０例 。 观察组用ＨｅｍｏＣｕ ｅＨｂ ２０ １

＋分

析仪 、 血气分析仪和实验室检测ＨｇＢ水平 ，

对照组用血气分析仪和实验室检测ＨｇＢ水平 。 记录两组患者使用不同方法

检测的ＨｇＢ水平 、 输红细胞所需时间 、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
下床时间 和住院时间 ， 计算敏感度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

和阴性预测值 。 结果 观察组用 ３种方法检测的ＨｇＢ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 ，
且两两之间均存在明显的线性相

关 。 观察组 的敏感度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值和 阴性预测 值与 对照组的 相 当 。 观察组的输红细胞所需 时间 更短

（／
＞＜
０ ． ０ １ ） ， 输红细胞前检测的ＨｇＢ水平更高 （

Ｐ＜０ ．０ １ ） 〇 观察组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 ．０ １ ） ’
但两组的下床

时间和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Ｚ＾Ｏ ．０ ５） 。 结论 ＨｅｍｏＣｕｅＨｂ２０ １ ＋分析仪可准确迅速检测Ｈ ｇ

Ｂ水平 ， 有利于快速判

断输血时机 ， 促进患者康复 ，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关键词 ： ＨｅｍｏＣｕｅＨｂ２０
１
＋分析仪 ； 血气分析仪 ； 输血 ；

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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