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这也启发检验工作者"在实验室质量管理的其他环节"如

室内质量控制"分析后质量控制"提高检测效率等环节"也可以

尝试应用
X̂E9

循环理念"为提高实验室整体管理水平提供

新思路"完善实验室管理体系"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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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颅内压检测仪应用于颅脑损伤检测中的价值分析

李凤玲!刘燕秀!栾宏权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大望社康中心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无创颅内压检测仪在颅脑损伤检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4(

例颅脑损伤患者进行研究!按照双盲

法将患者分为
+

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有创监测!观察组给予无创监测!比较
+

组患者的脉搏&呼吸&收缩压&舒张压&颅内

压&治疗结果&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脉搏&呼吸&收缩压&舒张压&颅内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观

察组存活率&病死率分别为
,-/*'3

&

'4/+53

!对照组存活率&病死率分别为
,+/,)3

&

'*/'4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观

察组有
'

例并发症病例!发生率为
+/,)3

!对照组有
)

例并发症病例!发生率为
,/-*3

!

+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结论
!

与有创监测比较!无创监测也同样能够取得确切的监测效果!且无创监测具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等特征!能够代替有创

监测%

关键词"颅脑损伤#

!

无创监测#

!

有创监测#

!

颅内压

!"#

!

'(/25)5

$

6

/%778/')*2"4'2(/+(')/'4/(-5

文献标识码"

9

文章编号"

')*2"4'2(

"

+(')

$

'4"+(22"(+

!!

颅内压升高后"会致使脑干产生机械压迫感"导致脑干血

管处于压迫状态"诱发循环障碍"从而出现神经元缺氧(纤维缺

氧等情况"引起脑组织障碍的发生)

'"+

*

#颅内压升高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脑水肿(脑积液(颅内血肿(脑炎等因素"

通过准确判断患者的颅内压状况"有利于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改善患者病情)

2

*

#传统给予头颅
E:

或
PFI

监测"均未能够

取得动态监测效果)

4

*

"无法将颅内压直接显示出来"随着医疗

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无创颅内压监测仪被应用于颅脑损伤监测

中"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分析无创颅内压检测

仪在颅脑损伤检测中的应用价值"选取
'4(

例病例进行研究"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4(

例颅脑损伤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双盲法将将患者分为
+

组"每

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有创监测"其中男
4(

例"女
2(

例"年龄

为
2(

"

*+

岁"平均%

4,/+5T*/'4

'岁#观察组给予无创监测"

其中男
2,

例"女
2+

例"年龄
2(

"

*2

岁"平均%

45/-)T)/2)

'

岁#

+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传统有创监测"观察组给予无创颅内

压监测仪进行监测"选取去枕平卧位"闭合双眼"利用眼罩将眼

眶固定"由护理人员记录电极位于枕外粗隆两边约
+0#

处位

置"参考电极置于眉弓中点处和前额约
+0#

处位置#在电极

安装前"需取
*-3

乙醇"对局部皮肤部位消毒"并取氯化钠溶

液涂抹"使导电性得以强化#每次颅内压监测时间为
)@

"以患

者病情为依据进行监测"通常监测时间为
-

"

*<

#观察患者的

脉搏(呼吸(收缩压(舒张压(颅内压(治疗结果(并发症发生情

况"上述指标均由护理人员详细记录#

?/A

!

统计学处理
!

经统计软件
Ĥ HH',/(

分析统计结果"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的脉搏(呼吸(血压(颅内压比较
!

对照组与观

察组的脉搏(呼吸(收缩压(舒张压(颅内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

'"见表
'

#

@/@

!

患者的治疗结果分析
!

观察组有
)(

例患者存活"

'(

例

患者死亡"存活率与病死率分别为
,-/*'3

%

)(

$

*(

'(

'4/+53

%

'(

$

*(

'"对照组有
-,

例患者存活"

'+

例患者死亡"存活率(病

死率分别为
,+/,)3

%

-,

$

*(

'(

'*/'43

%

'+

$

*(

'#

+

组患者在存

活率(病死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A

!

+

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观察组有
+

例并发症

病例"发生率为
+/,)3

"主要表现为颅内感染"对照组有
)

例

并发症病例"发生率为
,/-*3

"其中脑脊液漏
+

例(颅内感染
4

例#

+

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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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患者脉搏(呼吸(血压(颅内压比较$

IT=

%

组别 脉搏%次$分' 呼吸%次$份' 收缩压%

##[

B

' 舒张压%

##[

B

' 颅内压%

##[

B

'

观察组
*2/5+T-/+- '*/+,T2/+' 5)/42T+/(' '-5/*2T*/+, 242/'2T',/2-

对照组
*4/,2T2/+) ')/(2T2/-+ 5)/+5T'/,4 ')(/,+T2/*+ 225/2+T',/4+

> (/,* '/-- (/2( (/*5 (/,*

B

'

(/(-

'

(/(-

'

(/(-

'

(/(-

'

(/(-

A

!

讨
!!

论

!!

颅脑损伤病例因广泛性脑水肿(脑肿胀)

-

*

"会引发颅内压

上升的情况"再加上受到脑实质软化(坏死与神经胶质细胞变

形现象的发生"可导致患者死亡)

)

*

#就颅内损伤病例而言"一

旦病理发生改变"极易致使患者出现颅内压上升的现象"例如

脑内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脑膜下血肿等均可引发血管壁

损伤或血管壁坏死)

*

*

#血管破裂后"会产生出血症状"易造成

创伤(血肿"从而出现局部血管扩张现象"导致血管舒缩功能障

碍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血细胞会逐渐渗出"诱发血肿"上述

情况均会导致脑损害加速"颅内压上升是患者最主要的表现#

通过采取措施监测患者病情"可了解其病情变化(颅内压

动态变化情况"便于对疾病治疗给予指导"促使治疗效果提升"

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

,

*

#与其他生命体征(生命意

识相较"颅内压指标更能够反映患者的颅内变化情况"对临床

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颅内压所指的就是人体颅腔内容

物对颅腔壁上所产生的压力#以往主要利用有创监测观察患

者的颅内压监测指标)

5

*

"不过这种监测方式涉及导管(导线"易

造成操作不便的情况#颅内压升高可引起神经传导阻滞(代谢

障碍(缺氧(脑组织缺血等情况的发生"必须寻求一种更简单的

操作方式对患者颅内压进行监测"便于取得更好的监测效果#

除此之外"护理干预也是保证颅脑损伤患者生存的重要手段#

详细了解受伤过程"如暴力(方向(性质(速度"患者当时有无意

识障碍"其程度及持续时间"有无中间清醒期(逆行性遗忘"受

伤当时有无口鼻(外耳道出血或脑脊液漏发生"是否出现头痛(

恶心(呕吐等情况&初步判断是颅伤(脑伤或是复合损伤&同时

应了解现场急救情况&了解患者既往健康状况#全面检查并结

合
h

线(

E:

及
PFI

检查结果判断损伤的严重程度及类型#

评估患者损伤后的症状及体征"确定是开放性或闭合性损伤&

了解有无神经系统病症及颅内压增高征象&根据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意识状态(瞳孔及神经系统体征的动态变化"区分脑伤是

原发性还是继发性#了解患者的营养状态(自理能力等#了解

患者及家属对颅脑损伤及其后功能恢复的心理反应"常见心理

反应有焦虑(恐惧等#了解家属对患者的支持能力和程度#

无创监测属于新型颅内压监测方式)

'(

*

"它可通过光刺激"

促使大脑皮层出现电位变化"将视网膜至枕叶皮层视通路的完

整性反映出来#若颅内压上升"脑脊液
D

[

值下降"则会引起

神经电信号传导阻滞"促使闪光视觉诱发电位潜伏期延长"颅

内压越高"则延迟时间越长"两者成正比关系"以传导时间为依

据"可明确颅内压值#

本研究发现"无创监测与有创监测在颅脑损伤患者脉搏(

呼吸(收缩压(舒张压(颅内压等指标的监测结果上并无明显差

异"且
+

组患者的存活率差异不大#从并发症发生情况上看"

观察组并发症率为
+/,)3

"对照组并发症率为
,/-*3

"也无明

显差异"这表明无创颅内压监测仪能够被应用于颅脑损伤患者

的监测中"与有创监测的效果基本相同"并且还具备操作简单(

安全性高等特征#

综上所述"无创颅内压监测具有操作容易(可靠性高(安全

性高(准确率高等优势"可代替传统的有创监测方式"更有利于

对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测"能够将患者颅内压值准确反

映出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监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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