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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驱动压导向的个体化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通气对老年患者腹腔镜前列腺

癌根治术后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行择期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

老年患者 ６０ 例，年龄≥６５ 岁，ＢＭＩ １８～ ３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 Ⅱ或Ⅲ级。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

组：驱动压（ΔＰ）导向组（Ｐ 组）和对照组（Ｃ 组），每组 ３０ 例。 Ｐ 组采用 ΔＰ 导向的 ＰＥＥＰ，Ｃ 组给予

ＰＥＥＰ ５ ｃｍＨ２Ｏ。 记录气腹－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建立后即刻（Ｔ０）、ＰＥＥＰ 滴定完成后 ３０ ｍｉｎ（Ｔ１）、１ ｈ
（Ｔ２）、２ ｈ（Ｔ３）、术后 ３０ ｍｉｎ（Ｔ４）时 ＨＲ、ＭＡＰ 并行血气分析，记录 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计算氧合指数（ＯＩ）。
记录 Ｔ０—Ｔ３ 时的气道峰压（Ｐｐｅａｋ）、气道平台压（Ｐｐｌａｔ）、动态肺顺应性（Ｃｄｙｎ）等呼吸力学指标并计

算 ΔＰ。 于术前 １ ｄ（Ｔ５）、术后 １ ｄ（Ｔ６）、３ ｄ（Ｔ７）、７ ｄ（Ｔ８）测定第 １ 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用力肺

活量（ＦＶＣ）、１ 秒率（ＦＥＶ１ ／ ＦＶＣ）、呼气流量峰值（ＰＥＦ）。 记录术后 １ ｄ 临床肺部感染评分（ＣＰＩＳ）和
术后 ７ ｄ 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与 Ｔ０ 时比较，Ｐ 组和 Ｃ 组 Ｔ４ 时 ＰａＯ２ 和 ＯＩ 明显降低，Ｔ１—
Ｔ４ 时 ＰａＣＯ２ 明显升高，Ｔ１—Ｔ３ 时 ＭＡＰ 明显降低，Ｐｐｅａｋ、Ｐｐｌａｔ、Ｃｄｙｎ、ΔＰ 均明显升高（Ｐ＜０ ０５）。 与

Ｔ５ 时比较，Ｔ６—Ｔ８ 时 Ｐ 组和 Ｃ 组 ＦＥＶ１、ＦＶＣ、ＰＥＦ 明显降低，Ｔ６、Ｔ７ 时 Ｃ 组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明显降低，Ｔ６

时 Ｐ 组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与 Ｃ 组比较，Ｐ 组术中补液量和血管活性药使用发生率明

显升高，Ｔ１—Ｔ４ 时 ＰａＯ２ 和 ＯＩ、Ｔ１—Ｔ３ 时 ＰａＣＯ２、Ｐｐｅａｋ、Ｐｐｌａｔ、Ｃｄｙｎ 明显升高，Ｔ１—Ｔ３ 时 ΔＰ 明显降

低，Ｔ６、Ｔ７ 时 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 ／ ＦＶＣ、ＰＥＦ 均明显升高，术后 １ ｄ ＣＰＩＳ 评分和术后 ７ ｄ 肺部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结论　 驱动压导向的个体化 ＰＥＥＰ 通气能明显改善老年腹腔镜前列腺癌根

治术患者术后肺功能，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 　 驱动压；正压通气；老年；前列腺癌；肺功能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ｕｉｄ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ｑｉａｎ， ＳＵＮ
Ｇａｏｙｕｅ， Ｚ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 ＬＩ Ｙ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６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Ｙｕｎ，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ｎｌｉ＿００１＠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ｕｉｄ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ＥＰ）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ｌａｐａ⁃
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６０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
ａｇｅｄ ≥ ６５ ｙｅａｒｓ， ＢＭＩ １８－３０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Ⅱ ｏｒ Ⅲ，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ｕｉｄ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Ｃ）， ３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ＰＥＥＰ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ＰＥＥＰ ｏｆ ５ ｃｍＨ２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ａ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Ｒ， ＭＡＰ， ｂｌｏｏｄ ｇ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Ｏ２ ａｎｄ ＰａＣＯ２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Ｉ）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０），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ＥＰ 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１）， １ ｈｏｕ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ＥＰ 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２）， ２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ＥＰ 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３）， ａｎｄ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Ｔ４ ）．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ｅａ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ｐｅａ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ｐｌａ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ｄｙ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ｔ Ｔ０ －Ｔ３ ．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１ ｓｅｃｏｎｄ （ ＦＥＶ１ ），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ＦＶＣ），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１ ｓｅｃｏｎｄ ／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ｌｏｗ （ＰＥＦ）

·１５３·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３，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１ ｄ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５）， １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６）， ３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７）， ａｎｄ ７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８）．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ＣＰ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１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７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０， ＰａＯ２ ａｎｄ ＯＩ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４， ＰａＣＯ２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１－Ｔ４， ＭＡ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Ｐｐｅａｋ， Ｐｐｌａｔ， Ｃｄｙｎ， ａｎｄ Δ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１－Ｔ３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Ｐ ａｎｄ Ｃ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５， ＦＥＶ１， ＦＶＣ ａｎｄ ＰＥＦ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６－Ｔ８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Ｐ ａｎｄ Ｃ，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６ ａｎｄ Ｔ７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６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Ｐ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ｒ⁃
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ａＯ２ ａｎｄ ＯＩ ａｔ
Ｔ１－Ｔ４， ＰａＣＯ２， Ｐｐｅａｋ， Ｐｐｌａｔ， Ｃｄｙｎ ａｔ Ｔ１－Ｔ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ΔＰ ａｔ Ｔ１－Ｔ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ＥＶ１， ＦＶＣ，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ａｎｄ ＰＥＦ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６ ａｎｄ Ｔ７， ｔｈｅ ＣＰＩＳ １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ＰＣｓ ７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Ｐ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ＰＥＥＰ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ｄ；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是一种被广泛接受

的 微 创 技 术， 它 通 常 需 要 气 腹 和 陡 峭 的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以获得足够的手术视野，其中气

腹会导致膈肌的头侧移位和肺背侧部分肺不张，改
变肺力学，增加气道压力，并导致肺和胸壁的静态

顺应性降低［１］。 术中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卧位有 ３０°的坡

度，对心肺功能有不利影响［２］。 接受此手术的患者

大多是老年患者，依从性低，肺功能下降，术中可能

出现氧合管理困难，发生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风险增

加［２］。 驱动压（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ΔＰ）是机械通气过

程中促使肺泡开放的压力，可表示为气道平台压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ｉｒｗａ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ｐｌａｔ） 与 ＰＥＥＰ 之差［３］。
ΔＰ 导向的个体化 ＰＥＥＰ 设置或可改善围术期患者

的预后。 本研究通过 ΔＰ 滴定个体化的 ＰＥＥＰ，探讨

其对老年患者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后肺功能的

影响。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ＳＬ⁃ＹＸ２０２１⁃０９５），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择期行腹腔镜前列

腺癌根治术的老年患者，年龄≥６５ 岁，ＢＭＩ １８ ～ ３０
ｋｇ ／ ｍ２，ＡＳＡ Ⅱ或Ⅲ级。 肺功能未见明显异常，无困

难气道、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预计手术时

间≥２ ｈ。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的呼吸系统、心血管

疾病，肝肾功能损害，胸廓及脊柱畸形，最近 ３ 个月

参与其他临床研究。
麻醉方法　 患者术前常规禁饮禁食，未给予术

前用药。 入室后开放上肢外周静脉，监测 ＥＣＧ、ＢＰ、
ＳｐＯ２、ＰＥＴＣＯ２、ＢＩＳ，行桡动脉穿刺置管监测有创血

压，行右侧颈内静脉穿刺置管用于监测 ＣＶＰ 和术中

补液。 麻醉诱导：静脉注射咪达唑仑 ０ ０３ ｍｇ ／ ｋｇ、
舒芬太尼 ０ ４ μｇ ／ ｋｇ、依托咪酯 ０ ３ ｍｇ ／ ｋｇ、罗库溴

铵 ０ ８ ｍｇ ／ ｋｇ。 经口可视喉镜下行气管插管，连接呼

吸机行机械通气。 麻醉维持：采用静－吸复合麻醉，吸
入 １％～２％七氟醚，静注丙泊酚 ３～４ ｍｇ·ｋｇ－１·ｈ－１、
瑞芬太尼 ０ ０５ ～ ０ １ μｇ·ｋｇ－１·ｍｉｎ－１、顺式阿曲库

铵 ０ １～０ ２ ｍｇ·ｋｇ－１·ｈ－１，维持 ＢＩＳ ４０ ～ ６０。 术中

补液以晶体液为主，当 ＭＡＰ 下降幅度超过术前的

２０％时，酌情静脉注射去氧肾上腺素 ０ １ ｍｇ。 手术

结束前 ３０ ｍｉｎ 停用顺式阿曲库铵和七氟醚，术毕停

用丙泊酚和瑞芬太尼。
分组与处理　 使用压力控制－容量保证通气模

式，设置 ＶＴ ６ ｍｌ ／ ｋｇ，ＲＲ １２ 次 ／分，Ｉ ∶ Ｅ １ ∶ ２，ＦｉＯ２

６０％，吸入氧气流量为 ２ Ｌ ／ ｍｉｎ，维持 ＰＥＴＣＯ２ ３５ ～ ５０
ｍｍＨｇ，必要时采用允许性高碳酸血症通气管理策

略，维持 ＰａＣＯ２ 上限不超过 ７０ ｍｍＨｇ［４－５］。 于气腹－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建立、术毕均进行 １ 次手法肺复

张［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ΔＰ 导

向组（Ｐ 组）和对照组（Ｃ 组）。 Ｐ 组使用 ΔＰ 导向的

个体化 ＰＥＥＰ，具体方法为［６］：气腹－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位建立即刻，以获得最小 ΔＰ 为目标，从 ＰＥＥＰ ５
ｃｍＨ２Ｏ 开始，每次增加 １ ｃｍＨ２Ｏ，保持 １０ 个呼吸循

环，最大不超过 １５ ｃｍＨ２Ｏ，记录 ΔＰ （ΔＰ ＝ Ｐｐｌａｔ －
ＰＥＥＰ），选择最低 ΔＰ 对应的 ＰＥＥＰ 值至手术结束。
Ｃ 组 ＰＥＥＰ 设置为 ５ ｃｍ Ｈ２Ｏ 直至手术结束。

观察指标 　 记录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术中补

液量、血管活性药使用例数、气腹压。 于气腹－Ｔｒｅｎ⁃
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建立后即刻（Ｔ０）、ＰＥＥＰ 滴定完成后

３０ ｍｉｎ（Ｔ１）、１ ｈ（Ｔ２）、２ ｈ（Ｔ３）、术后 ３０ ｍｉｎ（Ｔ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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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ＨＲ、ＭＡＰ 并行血气分析，记录 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计算

氧合指数（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Ｉ）。 记录 Ｔ０—Ｔ３ 时

气道峰压（ｐｅａｋ ａｉｒｗａ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ｐｅａｋ）、Ｐｐｌａｔ、动态

肺顺应性（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ｕ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ｄｙｎ）等呼吸力

学指标并计算 ΔＰ。 分别于术前 １ ｄ（Ｔ５）、术后 １ ｄ
（Ｔ６）、３ ｄ（Ｔ７）、７ ｄ（Ｔ８）测定第 １ 秒用力呼气容积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ｔｏ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ＥＶ１）、
用力肺活量 （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ＶＣ）、 １ 秒率

（ＦＥＶ１ ／ ＦＶＣ）、呼气流量峰值（ｐｅａｋ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ｌｏｗ，
ＰＥＦ）。 术后 １ｄ 进行临床肺部感染评分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ＣＰＩＳ），记录术后 ７ ｄ 内肺

部并发症（肺不张、气胸、呼吸衰竭、吸入性肺炎、呼
吸道感染、胸腔积液、支气管哮喘）的发生情况。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ＡＳＡ Ⅱ／Ⅲ
级（例）

手术时间

（ｍｉｎ）
麻醉时间

（ｍｉｎ）
术中补液量

（ｍｌ）
血管活性药使用

［例（％）］
气腹压

（ｍｍＨｇ）

Ｐ 组 ３０ ６９ ４±４ ５ ２４ ７±３ ５ ２５ ／ ５ １８０ １±３６ ３ ２１０ ４±３５ ８ １ ７８０ ０±３５４ ７ａ ２７（９０） ａ １４ ２±１ ３

Ｃ 组 ３０ ７１ ２±４ １ ２５ １±３ ３ ２３ ／ ７ １６７ ５±３６ ４ １９７ ５±３５ ９ １ ６２３ ３±５１２ ４ １２（４０） １４ ６±１ ３

　 　 注：与 Ｃ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表 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点 ＨＲ、ＭＡＰ、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 和 ＯＩ 的比较（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ＨＲ Ｐ 组 ３０ ７０ ２±１３ ８ ６４ ４±１１ ５ ６４ １±８ ７ ６８ １±１１ ２ ７６ ３±１３ ６

（次 ／分） Ｃ 组 ３０ ７１ ９±１３ ９ ６５ ７±６ ０ ６５ ５±７ ６ ６９ ７±１２ ５ ７６ ３±９ ８

ＭＡＰ Ｐ 组 ３０ ９４ ７±１０ ５ ８２ ０±９ ２ａ ８０ ０±９ １ａ ８０ ６±７ ８ａ ９７ １±８ ７

（ｍｍＨｇ） Ｃ 组 ３０ ９３ ５±１１ ９ ８４ ３±９ ９ａ ８１ ５±８ ７ａ ８３ ７±８ ８ａ ９７ １±１０ ０

ＰａＯ２ Ｐ 组 ３０ ２５２ ０±３２ ７ ２６９ ０±３３ ９ｂ ２７３ ２±３８ ４ｂ ２６８ ９±３９ ３ｂ ２３３ ５±３１ ９ａｂ

（ｍｍＨｇ） Ｃ 组 ３０ ２６０ ９±４７ ０ ２４８ ９±３４ ３ ２４８ ９±３２ ９ ２４８ ６±３２ ０ ２１７ ３±２９ ０ａ

ＰａＣＯ２ Ｐ 组 ３０ ４２ １±４ ８ ５７ ２±７ １ａｂ ５８ ７±７ １ａｂ ６０ １±７ ９ａｂ ４７ ８±４ １ａ

（ｍｍＨｇ） Ｃ 组 ３０ ４２ ０±５ ８ ５０ ６±６ ３ａ ５２ ８±６ ９ａ ５５ ０±６ ９ａ ４６ ０±５ ０ａ

ＯＩ Ｐ 组 ３０ ４２０ ０±５４ ５ ４４８ ３±５６ ５ｂ ４５５ ４±６４ ０ｂ ４４８ ２±６５ ４ｂ ３８９ ２±５３ ０ａｂ

（ｍｍＨｇ） Ｃ 组 ３０ ４３４ ９±７８ ２ ４１４ ８±５７ ２ ４１４ ８±５４ ８ ４１４ ３±５３ ４ ３６２ ２±４８ ４ａ

　 　 注：与 Ｔ０ 比较，ａＰ＜０ ０５；与 Ｃ 组比较，ｂＰ＜０ ０５

统计分析 　 根据预试验，Ｐ 组 ＯＩ 为（３９３ ８ ±
４０ ３）ｍｍＨｇ，Ｃ 组 ＯＩ 为（３６２ ２±４２ ４）ｍｍＨｇ，假设

检验标准 α＝ ０ ０５，检验效能 １－β ＝ ０ ８，两组样本量

１ ∶ １，考虑 １０％的脱落率，预计需要样本量 ６０ 例。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非正态

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Ｍ）和四分位数间距（ＩＱＲ）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研究无一例剔除，最终纳入患者 ６０ 例。 两组

患者年龄、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气
腹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与 Ｃ 组比较，Ｐ 组术中

补液量和血管活性药使用率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５）
（表 １）。

与 Ｔ０ 时比较，Ｐ 组和 Ｃ 组 Ｔ４ 时 ＰａＯ２ 和 ＯＩ 明
显降低（Ｐ＜０ ０５），Ｔ１—Ｔ４ 时 ＰａＣＯ２ 明显升高（Ｐ＜
０ ０５），Ｔ１—Ｔ３ 时 ＭＡＰ 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 与 Ｃ
组比较，Ｐ 组 Ｔ１—Ｔ４ 时 ＰａＯ２ 和 ＯＩ、Ｔ１—Ｔ３ 时 ＰａＣＯ２

明显升高（Ｐ＜０ ０５）。 两组 Ｔ０—Ｔ４ 时 ＨＲ、ＭＡＰ 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与 Ｔ０ 时比较，Ｔ１—Ｔ３ 时 Ｐ 组和 Ｃ 组 Ｐｐｅａｋ、

Ｐｐｌａｔ、Ｃｄｙｎ、ΔＰ 均明显升高（Ｐ＜０ ０５）。 与 Ｃ 组比

较，Ｐ 组 Ｔ１—Ｔ３ 时 Ｐｐｅａｋ、Ｐｐｌａｔ、Ｃｄｙｎ 明显升高（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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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５），ΔＰ 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表 ３）。
与 Ｔ５ 时比较， Ｔ６—Ｔ８ 时 Ｐ 组和 Ｃ 组 ＦＥＶ１、

ＦＶＣ、ＰＥＦ 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Ｔ６、Ｔ７ 时 Ｃ 组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明显降低，Ｔ６ 时 Ｐ 组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明显降低（Ｐ＜
０ ０５）。 与 Ｃ 组比较， Ｔ６、 Ｔ７ 时 Ｐ 组 ＦＥＶ１、 ＦＶＣ、
ＦＥＶ１ ／ ＦＶＣ、ＰＥＦ 均明显升高（Ｐ＜０ ０５）（表 ４）。

与 Ｃ 组比较，Ｐ 组术后 １ ｄ ＣＰＩＳ 评分和术后 ７ ｄ
肺部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Ｐ＜０ ０５）（表 ５）。

表 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点呼吸参数的比较（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Ｐｐｅａｋ Ｐ 组 ３０ １６ ３±３ ８ ２６ ５±２ ７ａｂ ２７ ３±２ ７ａｂ ２８ １±２ ６ａｂ

（ｃｍＨ２Ｏ） Ｃ 组 ３０ １６ ２±２ ９ ２３ ２±３ ８ａ ２５ １±３ ６ａ ２５ １±４ ２ａ

Ｐｐｌａｔ Ｐ 组 ３０ １５ ９±３ ４ ２６ ６±２ ６ａｂ ２７ １±２ ７ａｂ ２７ ５±２ ７ａｂ

（ｃｍＨ２Ｏ） Ｃ 组 ３０ １５ ９±２ ８ ２２ ９±３ ７ａ ２４ ９±３ ６ａ ２５ ０±４ ４ａ

Ｃｄｙｎ Ｐ 组 ３０ ５６ ９±１１ ４ ４０ ９±６ ６ａｂ ３７ ４±７ ４ａｂ ３８ ２±８ ０ａｂ

（ｍＬ ／ ｃｍＨ２Ｏ） Ｃ 组 ３０ ５７ ３±１２ ７ ３２ ５±７ ２ａ ３０ ２±６ ２ａ ３１ ０±８ ８ａ

ΔＰ Ｐ 组 ３０ １１ ０±３ ４ １４ ８±２ １ａｂ １５ ４±２ ６ａｂ １４ ４±３ ３ａｂ

（ｃｍＨ２Ｏ） Ｃ 组 ３０ １１ １±２ ８ １７ ９±３ ７ａ １９ ５±３ ９ａ １９ ６±４ ５ａ

　 　 注：与 Ｔ０ 比较，ａＰ＜０ ０５；与 Ｃ 组比较，ｂＰ＜０ ０５

表 ４　 两组患者不同时点肺功能指标的比较（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Ｔ５ Ｔ６ Ｔ７ Ｔ８

ＦＥＶ１ Ｐ 组 ３０ ２ ８±０ ５ １ ５±０ ５ａｂ ２ ３±０ ６ａｂ ２ ５±０ ６ａ

（Ｌ） Ｃ 组 ３０ ２ ６±０ ６ １ ０±０ ５ａ １ ９±０ ７ａ ２ ３±０ ７ａ

ＦＶＣ Ｐ 组 ３０ ３ ３±０ ５ ２ １±０ ６ａｂ ２ ９±０ ５ａｂ ３ ０±０ ５ａ

（Ｌ） Ｃ 组 ３０ ３ １±０ ６ １ ６±０ ６ａ ２ ５±０ ７ａ ２ ８±０ ８ａ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Ｐ 组 ３０ ８４ ６±７ ８ ７３ ８±１２ １ａｂ ８０ ６±９ ７ｂ ８３ ８±８ ７

（％） Ｃ 组 ３０ ８２ ４±６ ７ ６５ ０±１７ ６ａ ７４ ７±１２ ０ａ ８１ ８±５ ５

ＰＥＦ Ｐ 组 ３０ ６ ０±１ ５ ３ ４±１ ７ａｂ ４ ７±１ ４ａｂ ４ ９±１ ７ａ

（Ｌ ／ ｍｉｎ） Ｃ 组 ３０ ５ ５±１ ５ ２ ２±１ ２ａ ３ ４±１ ５ａ ４ ３±１ ８ａ

　 　 注：与 Ｔ５ 比较，ａＰ＜０ ０５；与 Ｃ 组比较，ｂＰ＜０ ０５

讨　 　 论

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通常需要气腹和陡

峭的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卧位以获得足够的手术视野。
腹腔镜手术用二氧化碳气腹时，腹内压通常高于气

道压，这种压力梯度通常会导致膈肌的头侧移位和

肺背侧部分肺不张的形成，改变肺力学，升高气道

压力，导致肺和胸壁的静态顺应性降低，同时减少

肺容量。 这些不良反应因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卧位的陡

峭位置而加剧［７］，此外，接受该手术的大多是老年

患者，老年患者由于年龄增长，肺部生理、形态和组

织学发生变化，包括肺弹性回缩力减弱、胸壁变硬

和肺泡表面积减小等，这些变化降低了呼吸功能储

备，增加了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２，８］。 老年患者

对呼吸抑制剂的敏感性增加，保护性气道反应减

弱，对低氧血症的反应降低，可能会给术后呼吸系

统并发症的发展带来额外的风险［９］。 因此，需要寻

求更好的通气设置，从而在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

中尽量减少气腹和陡峭的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卧位的不

利影响［１０］。
ＰＥＥＰ 是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通过在气腹期间保持气道开放并在呼气末期

保持足够的气体交换来防止肺不张的发展，但需根

据患者自身情况和手术特征以及手术体位来调

节［１１］。 目前关于如何设置个体化 ＰＥＥＰ 尚缺乏一

致的标准。 ΔＰ 是指潮气量 ／呼吸系统顺应性，也可

·４５３·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３，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表 ５　 两组患者术后 ＣＰＩＳ 和肺部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ＰＩＳ
（分）

肺部并发症

［例（％）］

Ｐ 组 ３０ ０ ９±０ ８ａ ５（１７） ａ

Ｃ 组 ３０ １ ６±１ １ １２（４０）

　 　 注：与 Ｃ 组比较，ａＰ＜０ ０５

表示为 Ｐｐｌａｔ －ＰＥＥＰ ［１１］。 在机械通气的过程中，普
遍认为低 ΔＰ 能够优化肺保护性通气策略，保护肺

泡免受过度扩张的不利影响，从而降低术后肺部并

发症发生率［１２］。 对于手术患者，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１３］

表明，呼吸功能正常的患者术中的 ΔＰ 升高会导致

术后肺部并发症增加，ΔＰ 的降低可以改善患者的

临床预后。 因此本研究探讨了 ΔＰ 引导下的个体化

ＰＥＥＰ 通气对气腹－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患者的肺保

护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不同时点 ＨＲ、ＭＡ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者血管升

压药使用率更高，补液量也更大。 高水平的 ＰＥＥＰ
可导致患者术中血管活性药的需求和术中补液量

增加［１４］，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

较高的 ＰＥＥＰ 可以提供更有利的呼吸力学和更均匀

的通气分布，但高水平的 ＰＥＥＰ 可导致胸内压升高，
影响血流动力学，从而出现术中低血压，增加血管

活性药物的使用［１５］。 在个体化 ＰＥＥＰ 水平较高的

情况下，必须权衡获得更均匀通气的优势与血流动

力学不良反应的风险，当需要优先考虑避免气体交

换恶化时，建议应用个体化高 ＰＥＥＰ。
ＰａＯ２、ＯＩ 均为患者血气分析指标，其中 ＰａＯ２ 主

要反映外呼吸的功能状态指标，ＯＩ 反映患者身体的

氧合状况［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

者在滴定 ＰＥＥＰ 后的各时点 ＰａＯ２、ＯＩ 及 Ｃｄｙｎ 均明

显高于未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者，可能是由于在气腹－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下，５ ｃｍＨ２Ｏ ＰＥＥＰ 不足以保持

肺泡开放，未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者术中再次出现了

肺泡塌陷；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者通过滴定最佳 ＰＥＥＰ
使萎陷肺泡扩张，改善 ＦＲＣ，提高Ｖ ／ Ｑ，优化术中呼

吸力学，从而获得更好的呼吸系统顺应性和氧合

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者 ＦＥＶ１、

ＦＶＣ、ＦＥＶ１ ／ ＦＶＣ 明显增加，提示 ΔＰ 导向的 ＰＥＥＰ
可改善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肺功能，有

利于预后。 使用 ΔＰ 导向的患者 ＣＰＩＳ、术后 ７ ｄ 内

肺不张及呼吸道感染发生率降低，提示 ΔＰ 导向的

ＰＥＥＰ 可减轻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患者的呼吸机

相关性肺损伤。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对于

健康肺而言，机械通气过程中接受常规 ５ ｃｍＨ２Ｏ 的

ＰＥＥＰ 不足以提供代偿性的肺泡压来对抗气腹⁃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中肺泡压的下降，从而使功能性

肺泡复张不全无法改善肺部气体交换和呼吸力学；
此外 ＰＥＥＰ 过低可能会在通气周期促进小气道反复

打开和关闭导致肺泡剪切力增加，从而无法预防肺

损伤，实际上肺保护性通气需要的 ＰＥＥＰ 水平可能

比 ５ ｃｍＨ２Ｏ 更高［１７－１８］，Ｃｒｅｓｓｏｎｉ 等［１９］ 研究也表明，
腹腔镜手术中低水平的 ＰＥＥＰ 不足以对抗引起肺组

织塌陷的压力从而导致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风险

增加。 第二，本研究中 ΔＰ 导向的个体化 ＰＥＥＰ 为

（１１ ８±２ １）ｃｍＨ２Ｏ，略高于先前对接受开腹或腹腔

镜手术的患者进行的研究中的个体化 ＰＥＥＰ 水

平［６，２０－２１］，这可能归因于高腹内压和陡峭的 Ｔｒｅｎ⁃
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体位的综合作用。 个体化高水平 ＰＥＥＰ
在呼气末保持气道开放，避免麻醉或气腹时由于背

侧肺不张区域的影响而造成的通气失调，使肺通气

重新分布，局域通气均质化，改善了肺和胸壁的顺

应性，减轻了肺部炎症。 高水平 ＰＥＥＰ 能改善氧合

和呼 吸 系 统 顺 应 性， 降 低 术 后 肺 部 并 发 症 发

生率［２２－２３］。
尽管本研究创新性地显示，ΔＰ 导向 ＰＥＥＰ 滴定

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较传统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可

改善术后的肺功能、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但本研

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既往研究多采用 ＰＥＥＰ 递减法

寻找最小 ΔＰ，本研究为了减少对患者的损伤选择了

递增 ＰＥＥＰ 试验，在试验开始时，ＰＥＥＰ 很可能低于

肺泡关闭压力。 从理论上讲，这可能会导致某些肺

部分重新塌陷，从而抵消之前肺复张的影响；使用

增加 ＰＥＥＰ 而不是减少 ＰＥＥＰ 来确定最佳 ＰＥＥＰ，这
两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最佳 ＰＥＥＰ 和 ΔＰ；与
ＣＴ 比较，用床旁胸部 Ｘ 线片来评估患者术后肺部

状况可能不够精确；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疾病病

种单一，无法正确进行亚组分析；由于本研究样条

件有限，未能长时间观察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

况。 对比 ＰＥＥＰ 递增或递减滴定法对此类患者的肺

保护作用、样本量扩大、观察患者术后长期并发症

的发生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在老年患者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

中，以 ΔＰ 为导向设置个体化 ＰＥＥＰ 安全可行，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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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ΔＰ 引导个体化 ＰＥＥＰ 设置可明显改善老年患

者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后肺功能，降低术后肺部

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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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ｅｐ 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１３２（３）： ４７６⁃４９０．

［１１］ 　 闫声明， 袁田， 高巨． 全麻机械通气期间呼气末正压影响因

素与个体化实施的研究进展．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１， ３７
（６）： ６６１⁃６６３．

［１２］ 　 Ｎｅｔｏ ＡＳ， Ｈｅｍｍｅｓ ＳＮ， Ｂａｒｂａｓ ＣＳ，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Ｌａｎｃｅｔ 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 ２０１６， ４（４）： ２７２⁃２８０．

［１３］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ＳＭ， Ｔｕｃｃｉ ＭＲ， Ｍｏｒａｉｓ 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１２９（６）： １０７０⁃１０８１．

［１４］ 　 ＰＲＯ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Ｈｅｍｍｅｓ ＳＮ， Ｇａｍａ ｄｅ
Ａｂｒｅｕ Ｍ，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ｗ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ｆｏｒ ｏｐｅｎ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ＰＲＯＶＨＩ⁃
ＬＯ ｔｒｉａｌ ）：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 ３８４（９９４２）： ４９５⁃５０３．

［１５］ 　 Ａｌｇｅｒａ ＡＧ， Ｐｉｓａｎｉ Ｌ， Ｂｅｒｇｍａｎｓ Ｄ，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ｘ⁃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ＲＤ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８， １９
（１）： ２７２．

［１６］ 　 张志强， 马海英， 冯宪军， 等． 重症肺炎合并重度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患者临床特点与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 ２０１６， ２６（６）： １２９７⁃１２９９．
［１７］ 　 Ｍｅｚｉｄｉ Ｍ， Ｐａｒｒｉｌｌａ ＦＪ， Ｙｏｎｉｓ Ｈ，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

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ｓｕ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ｓｔ ｗａｌ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８， ８（１）： ８６．

［１８］ 　 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２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ｕｒ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２０１７， ３４（８）： ４９２⁃５０７．

［１９］ 　 Ｃｒｅｓｓｏｎｉ Ｍ， Ｃｈｉｕｍｅｌｌｏ Ｄ， Ｃａｒｌｅｓｓｏ Ｅ，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１２１
（３）： ５７２⁃５８１．

［２０］ 　 Ｒｕｓｚｋａｉ Ｚ， Ｋｉｓｓ Ｅ， Ｌáｓｚｌó Ｉ，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Ｃｌｉｎ Ｍｏｎｉｔ Ｃｏｍｐｕｔ， ２０２１， ３５（３）： ４６９⁃４８２．

［２１］ 　 Ｖａｎ Ｈｅｃｋｅ Ｄ， Ｂｉｄｇｏｌｉ ＪＳ，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ｎ Ｐ． Ｄｏｅｓ ｌｕ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ＥＰ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ａ ｉ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ｂａｒ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ｒ⁃
ｇｅｒｙ？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ｂｅｓ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９， ２９（４）： １２６８⁃１２７５．

［２２］ 　 Ｗ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Ｈ， Ｗ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ｎ⁃
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９， ７（８）： １７１．

［２３］ 　 ｄｅ Ｊｏｎｇ Ｍ， Ｌａｄｈａ ＫＳ， Ｖｉｄａｌ Ｍｅｌｏ ＭＦ，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ＥＰ） ｏｎ 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ｒａｎｉｏｔｏｍｙ．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６， ２６４（２）： ３６２⁃３６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０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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