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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经皮气管切开术应用于心脏外科术后患者的临床效果比较

刘　洋，李白翎，张　本，周　炜，郑艳华，徐志云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胸心外科，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　对比研究经皮导丝扩张钳技术（ＧＷＤＦ）和经皮单步扩张气管切开（ＳＳＤＴ）两种经皮气管切开术应用于心脏

外科术后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行正中开胸心脏手术术后符合气管切开指征的患者６０
例，分为ＧＷＤＦ组和ＳＳＤＴ组，每组各３０例，对两组的手术时间、扩张次数、出血量和手术并发症等进行比较。结果　ＳＳＤＴ组操
作时间明显短于ＧＷＤＦ组［（６．５±２．２）ｍｉｎｖｓ（９．３±３．１）ｍｉｎ，Ｐ＝０．０２］，扩张次数明显少于ＧＷＤＦ组［（１．１０±０．０５）次ｖｓ
（１．５３±０．２２）次，Ｐ＝０．００１］，手术出血量明显少于 ＧＷＤＦ组（Ｐ＝０．０００），总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 ＧＷＤＦ组（Ｐ＝

０．０００）。结论　ＳＳＤＴ与ＧＷＤＦ相比操作方便、手术时间短、创伤小、并发症少，可作为心脏术后危重患者气管切开的首选。

　　［关键词］　心脏外科手术；经皮气管切开术；导丝扩张钳技术；单步扩张气管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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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皮扩张气管切开（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

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ＰＤＴ）在心脏外科正中开胸术后患者的

应用优势已经得到了公认［１３］；与传统切开方式比

较，ＰＤＴ创伤小、并发症少，且可以早期切开［４］；其

中以经皮导丝扩张钳技术（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ｄｉｌａｔｉｎｇｆｏｒ

ｃｅｐｓ，ＧＷＤＦ）最为常用［２］。而经皮单步扩张气管切

开（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ＳＳＤＴ）是近

年推出的一项ＰＤＴ技术，该技术是对Ｃｉａｇｌｉａ逐步

扩张技术的改进，也称为改良单步扩张技术，单步扩

张理论上可以减少邻近组织损伤［５］。本研究通过比

较两种ＰＤＴ技术在心脏外科正中开胸术后患者中

的应用效果，为合理选择操作方式提供参考。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

我科心脏手术后预计在２周内无法拔除气管插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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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患者６０例，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３８例；年龄

３８～７５岁，平均（５１．０±６．１）岁。所有患者均为正中

开胸，气管切开时间为术后７～１８ｄ，平均（１１．２±

２．１）ｄ。６０ 例患者分为 ２ 组，３０ 例使用 ＧＷＤＦ
（ＳＩＭＳＰｏｒｔｅｘ，Ｈｙｔｈｅ，Ｋｅｎｔ，ＵＫ）；３０例使用ＳＳＤＴ
（ＰｏｒｔｅｘＵｌｔｒａｐｅｒｃＴＭ，Ｓｍｉｔ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ｙｔｈｅ，Ｋｅｎｔ，

ＵＫ）。操作全部由监护组２名主治医师完成。

１．２　操作方法

１．２．１　暴露气管并置入导丝　两组操作步骤相同。

操作前均静脉给予芬太尼０．１～０．２ｍｇ镇痛、咪达

唑仑５～１０ｍｇ镇静，调整呼吸机氧浓度至１００％。

持续监测有创动脉压、心律、动脉血氧饱和度。患者

肩下放置小枕，保持头部轻度后仰，暴露颈部。在喉

镜直视下或者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将气管导管退至

接近声门处并妥善固定，气管插管距门齿刻度约为

１６～１８ｃｍ。常规消毒铺单，１％利多卡因局部浸润

麻醉，横向或者纵向切１．５ｃｍ切口。皮肤止血后，

使用血管钳稍微分离皮下组织。穿刺前再次触摸气

管位置。采用专用套针（针尾接２ｍＬ生理盐水注射

器）垂直于主支气管穿刺，边进针边回抽，有突破感

后回抽见大量气泡，证实针尖位于主支气管内。拔

除穿刺针，固定外套管，置入导丝。导丝置入过程中

需特别注意有无阻力，若阻力偏大，考虑导丝不在气

管内，需重新穿刺；导丝到位后，退出外套管，沿导丝

置入白色小扩张器扩张气道前壁，注意扩张角度及深

度，以免损伤气管后壁；保留导丝退出扩张器。

１．２．２　置入气管切开导管　ＧＷＤＦ组：沿导丝置

入扩张钳，依次扩张皮下组织及气管前壁，注意扩张

力度，直至可容纳气管切开导管。撤出扩张钳，沿导

丝置入气切套管。确认气管切开套管位置正确后拔

除原气管插管。ＳＳＤＴ组：沿导丝置入白色导管与

浸水活化后的扩张器复合体，顺导丝方向逐渐置入

扩张器扩张组织，当扩张器上的黑色皮肤定位线恰

好位于皮肤水平时，保留白色导管和导丝，退出扩张

器，将预先准备好的放置扩张器和气切套管复合体

沿白色导管（复合体前端需抵住白色导管安全帽）送

入气管内，然后将导丝、白色导管及放置扩张器撤

出。确认气切套管在位后拔除原气管插管。

１．３　观察指标　（１）操作时间：从穿刺开始到置入

气管切开导管的时间。（２）扩张次数：放置导丝后

累计扩张次数。（３）出血量：按照Ｆｒｏｖａ方法［６］记录

术中及术后２４ｈ内患者切口出血情况。Ⅰ度，无需

任何止血处理；Ⅱ度，切口处需敷料加压止血或者

局部使用血管收缩药物浸润（如去甲肾上腺素）；Ⅲ
度，需手术干预止血（如打开切口缝扎等）。（４）严重

并发症：记录Ⅲ度以上出血、纵隔感染、皮下气肿、

气管食管瘘、心脏骤停的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统计学分析均应用ＳＰＳＳ

１５．０软件完成。计量资料以珚ｘ±ｓ表示，两组之间的

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２检验。检验水准

（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切开距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Ｎ＝３０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ｎ／ｎ

Ａｇｅ（ｙｅａｒ）
珚ｘ±ｓ

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
珚ｘ±ｓ

ＴＴＣ
ｔ／ｄ，珚ｘ±ｓ

ＧＷＤＦ １０／２０ ５７．３±１０．０ １４．８±２．１ ８．２±３．４

ＳＳＤＴ １２／１８ ５９．４±８．９ １５．６±２．８ ７．８±２．９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５９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７７

　ＧＷＤＦ：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ｄｉｌ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ｐｓ；ＳＳＤＴ：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ｄｉ

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ＴＴＣ：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ｔｏｃａｒ

ｄｉｏ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２　两组操作情况比较　与ＧＷＤＦ组相比，ＳＳＤＴ
组操作时间明显缩短，扩张次数明显减少，出血明显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２）。

表２　两组术中操作情况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ｄ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Ｇｒｏｕｐ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ｔ／ｍｉｎ

Ｔｉｍｅｓｏｆ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

Ⅰ Ⅱ Ⅲ

ＧＷＤＦ ９．３±３．１ １．５３±０．２２ １４ １４ ２

ＳＳＤＴ ６．５±２．２ １．１０±０．０５ ２１ ９ ０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ＧＷＤＦ：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ｄｉｌ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ｐｓ；ＳＳＤＴ：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

２．３　两组严重并发症比较　ＳＳＤＴ组未发生严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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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ＧＷＤＦ组１例由于置管至气管旁间隙，患者

缺氧导致心脏骤停，改传统气管切开后置管成功；１
例因操作失误损伤气管后壁及食管，并发食管气管

瘘；１例发生纵隔感染。ＳＳＤＴ组总的严重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低于ＧＷＤＦ组（Ｐ＝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心脏术后正中开胸的患者行气管切开有导致纵

隔感染的危险，因此选择一种快速安全的操作方式

很有必要。ＰＤＴ最先由 Ｃｉａｇｌｉａ等［７］于１９８５年报

道，后来许多新技术不断涌现，包括ＳＳＤＴ、ＧＷＤＦ、

经喉技术（ｔｒａｎｓ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ＬＴ）［８］、旋转

扩张技术（ＰｅｒｃｕＴｗｉｓｔ）［９］和球囊扩张技术（ｃｉａｇｌｉａ

ｂｌｕ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ＣＢＤ）［１０］等。ＧＷＤＦ与ＳＳＤＴ是目前

最常用的两种技术。

３．１　两种ＰＤＴ技术研究的比较　ＧＷＤＦ进入我国

较早，由于术式简单且可以床边进行等优点被广泛

使用［２３，１１１２］。ＳＳＤＴ是对多步扩张技术的改进，亲

水外膜涂层的覆盖可以保证顺滑的扩张，能对组织

的损伤减少到最小，研究证实ＳＳＤＴ较多步扩张技

术可以缩短操作时间（２～３ｍｉｎｖｓ４．９～２１．５ｍｉｎ），

并减少操作相关并发症（６．５％ｖｓ１３．６％）［５］。越来

越多的研究支持ＳＳＤＴ优于其他ＰＤＴ技术。Ａóｎ
等［１３］比较了５３例患者ＳＳＤＴ与ＧＷＤＦ的效果，发

现ＧＷＤＦ组患者出血倾向增加而且置管难度增加，

并导致患者氧合下降。Ａｍｂｅｓｈ等［１４］的一项前瞻性

随机研究（６０例患者）结果显示，ＧＷＤＦ组患者与

ＳＳＤＴ组患者比较出血明显增加，而且气管切开扩张

过大。Ｆｉｋｋｅｒｓ等［１５］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显示，

ＧＷＤＦ组与ＳＳＤＴ组在并发症发生率上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但是 ＧＷＤＦ组发生并发症的趋势增加。

Ｂｙｈａｈｎ等［９，１６］一项５年６１２例患者的研究显示，与

其他几种切开方式比较，ＳＳＤＴ作为一项安全且简单

的ＰＤＴ 技术，应作为推荐首选。２０１２年 Ｃａｂｒｉｎｉ
等［１７］进行的一项ｍｅｔａ分析和系统回顾比较了不同

的经皮气管切开技术，他们发现ＳＳＤＴ与ＧＷＤＦ在

操作时间、并发症和成功率上优于其他技术，ＳＳＤＴ
与ＧＷＤＦ在安全性和成功率上基本持平，但是ＳＳ

ＤＴ较ＧＷＤＦ有较少的并发症。我们的研究结果也

证明了ＳＳＤＴ的安全性和操作的方便性，ＳＳＤＴ组的

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ＧＷＤＦ组。

３．２　两种ＰＤＴ应用于心脏术后患者的比较　心脏

术后早期气管切开可以改善患者预后，减少镇静药

物使用［１８１９］。心脏手术常规径路多为胸部正中切

口，切口向上可至胸骨上窝，若术后早期行气管切

开，容易与原先手术切口相通而并发纵隔感染；ＰＤＴ
使早期气管切开成为可能。虽然有研究表明，早期

ＰＤＴ并不会增加纵隔感染［２０２１］，但是尽可能地减少

气管切开的损伤很有必要。我们总结出ＳＳＤＴ“一次

扩张，一次置管”的特点，对组织的损伤远远小于

ＧＷＤＦ，而且操作时间短，一次置管成功率高，在一

些紧急情况下ＳＳＤＴ更具有优势。本研究中采用了

扩张次数指标，发现ＳＳＤＴ组的扩张次数明显少于

ＧＷＤＦ组。反复扩张意味着更多的损伤，也意味着

切口渗血会顺着切口流入气管内，以及操作时间的

延长最终会导致患者缺氧的加重。因此一次性扩张

到位很关键，这方面ＳＳＤＴ优势很明显。本研究结

果提示ＳＳＤＴ可以减少组织损伤，渗血少，是心脏术

后气管切开的最佳选择。

３．３　ＳＳＤＴ的优势及本研究对切开技术的改进　本

研究使用的ＳＳＤＴ经皮扩张牛角型单步扩张套装

中，白色导管是关键组件，与 ＧＷＤＦ过程中完全依

赖导丝引导不同，ＳＳＤＴ过程中扩张器沿着较粗较韧

的白色导管进行组织扩张，可以一步到位；而

ＧＷＤＦ的钳式扩张对操作者熟练程度依赖性相当

大，会发生扩张不到位或者导丝打折导致扩张至气

管旁间隙的危险情况［２２］。本研究中ＧＷＤＦ组发生

１例导丝打折导致置管至气管旁间隙的严重并发症；

而ＳＳＤＴ组患者在操作完成退出导丝后，发现绝大

部分导丝都顺直如初，可见白色导管确实可以起到

加强导丝引导的作用。另外白色导管前部有一个锥

形的安全帽，牛角扩张器前端抵住安全帽后再插入

气管，可以保护气管后壁不被损伤，避免发生气管食

管瘘。本研究中 ＧＷＤＦ组发生１例严重气管食管

瘘，而ＳＳＤＴ组未发生明显的操作相关并发症。本

研究对ＳＳＤＴ操作稍作改进，提前将白色导管与浸

水活化后的扩张器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体，在

置入导丝并用白色小扩张器扩张气管前壁后，将复

合体一起沿导丝边置入边扩张，减少了操作步骤，实

践证明可以减少操作时间，并未增加操作风险。

　　总之，ＳＳＤＴ应用于心脏术后需要气管切开的危

重患者，操作简化、创伤小、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３００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３５卷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ａｌｌｏｔｔａＡ，Ｋａｎｄｉｌ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ＭｅｎｉｃａｎｔｉＬ，Ｐｅｌｉｓｓｅｒｏ

Ｇ，ＲａｎｕｃｃｉＭ；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Ｊ］．ＡｎｎＴｈｏ

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９２：５２８５３３．
［２］　徐　敏，赵　娟，郑慧萍，孙凌波．经皮扩张气管切开术

在心外科的临床应用价值［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２００９，９：１３７１４０．
［３］　向东明，肖　东，刘　琪，窦清理，李　明．经皮扩张气

管切开在心脏外科术后的应用［Ｊ］．中华胸心血管外科

杂志，２００９，２５：６２．
［４］　ＢａｃｃｈｅｔｔａＭＤ，ＧｉｒａｒｄｉＬＮ，ＳｏｕｔｈａｒｄＥＪ，ＭａｃｋＣＡ，

ＫｏＷ，ＴｏｒｔｏｌａｎｉＡ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ｐｅｎｖｅｒｓｕｓ

ｂｅｄｓｉｄｅ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ｉｎ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７９：１８７９１８８５．
［５］　ＢｙｈａｈｎＣ，ＷｉｌｋｅＨＪ，ＨａｌｂｉｇＳ，ＬｉｓｃｈｋｅＶ，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Ｋ．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ｒｈｉｎｏ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ｉａｇｌｉ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０，９１：８８２８８６．
［６］　ＦｒｏｖａＧ，ＱｕｉｎｔｅｌＭ．Ａｎｅｗ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

ｐｏｒｔ［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２，２８：２９９３０３．
［７］　ＣｉａｇｌｉａＰ，ＦｉｒｓｃｈｉｎｇＲ，ＳｙｎｉｅｃＣ．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Ａｎｅｗｓｉｍｐｌｅｂｅｄｓｉｄｅ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ｈｅｓｔ，１９８５，８７：７１５７１９．
［８］　ＢｙｈａｈｎＣ，Ｌｉｓｃｈｋｅ Ｖ，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Ｋ．［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ｃｈｅｏｔｏｍｙ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ａｒｌ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Ｆａｎｔｏｎｉ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１９９９，４８：３１０３１６．
［９］　ＢｙｈａｈｎＣ，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Ｋ，Ｍ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Ｄ，ＧüｒｋｅＢ，ＫｅｓｓｌｅｒＰ，

Ｌｉｓｃｈｋｅ Ｖ．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ｌａｔｏ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ｗｉｓｔａｎｄ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Ｒｈｉｎｏ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２，２８：１２６２１２６６．
［１０］ＺｇｏｄａＭ Ａ，ＢｅｒｇｅｒＲ．Ｂａｌｌｏ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ｔｕｂ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

ｐｏｒｔ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５，１２８：３６８８

３６９０．
［１１］江　来，万小健，卞金俊，朱科明，邓小明．经皮扩张气

管切开术与外科气管切开术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患者

中的应用比较［Ｊ］．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１０２５

１０２６．

ＪｉａｎｇＬ，ＷａｎＸＪ，ＢｉａｎＪＪ，ＺｈｕＫＭ，ＤｅｎｇＸＭ．Ｐｅｒｃｕ

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ｖｅｒｓｕ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ｃｈｅ

ｏｓｔｏｍｙ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ｃａ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ｔｏｍ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０７，

２８：１０２５１０２６．
［１２］钱何布，郑志群，何文干，陆骏灏，浦秦华，姚月平．两种

经皮气管切开术的临床效果比较研究［Ｊ］．中国急救医

学，２００９，２９：５８９５９１．
［１３］ＡóｎＪＭ，ＥｓｃｕｅｌａＭＰ，ＧóｍｅｚＶ，ＭｏｒｅｎｏＡ，ＬóｐｅｚＪ，

ＤíａｚＲ，ｅｔａｌ．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

ＲｈｉｎｏｖｅｒｓｕｓＧｒｉｇｇｓ’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Ｄｉｌ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ｐｓ．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Ａｃｔａ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Ｓｃａｎｄ，２００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６．
［１４］ＡｍｂｅｓｈＳＰ，ＰａｎｄｅｙＣ Ｋ，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Ｓ，ＡｇａｒｗａｌＡ，

ＳｉｎｇｈＤＫ．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ｌａ

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ｒｈｉｎｏｖｅｒｓｕｓＧｒｉｇｇｓ’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ｄｉ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ｓ［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２，９５：１７３９１７４５．

［１５］ＦｉｋｋｅｒｓＢ Ｇ，Ｓｔａａｔｓｅｎ Ｍ，ＬａｒｄｅｎｏｉｊｅＳ Ｇ，ｖａｎｄｅｎ

ＨｏｏｇｅｎＦＪ，ｖａｎｄｅｒＨｏｅｖｅｎＪ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ｄｉｌａｔ

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ｐｓａｎｄ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Ｒｈｉｎｏ：ａ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８：Ｒ２９９Ｒ３０５．
［１６］ＢｙｈａｈｎＣ，ＬｉｓｃｈｋｅＶ，ＨａｌｂｉｇＳ，ＳｃｈｅｉｆｌｅｒＧ，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Ｋ．［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ｒｈｉｎｏ：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ｐｅｒｃｕｔａ

ｎｅｏｕｓ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２０００，４９：２０２２０６．
［１７］ＣａｂｒｉｎｉＬ，ＭｏｎｔｉＧ，ＬａｎｄｏｎｉＧ，ＢｉｏｎｄｉＺｏｃｃａｉＧ，Ｂｏｒｏｌｉ

Ｆ，ＭａｍｏＤ，ｅｔａｌ．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ａ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ｃｔａ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１２，５６：２７０

２８１．
［１８］ＤｅｖａｒａｊａｎＪ，ＶｙｄｙａｎａｔｈａｎＡ，ＸｕＭ，ＭｕｒｔｈｙＳＭ，Ｍｃ

ＣｕｒｒｙＫＲ，ＳｅｓｓｌｅｒＤＩ，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ｉ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ｒｅ

ｑｕｉｒｅ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

ｇｅｒｙ［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Ｓｕｒｇ，２０１２，２１４：１００８１０１６．ｅ４．
［１９］ＴｒｏｕｉｌｌｅｔＪＬ，ＬｕｙｔＣＥ，ＧｕｉｇｕｅｔＭ，ＯｕａｔｔａｒａＡ，Ｖａｉｓｓｉ

ｅｒＥ，ＭａｋｒｉＲ，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ｃｈｅｏｔｏｍｙ
ｖｅｒｓｕｓ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Ｊ］．

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１，１５４：３７３３８３．
［２０］ＧａｕｄｉｎｏＭ，ＬｏｓａｓｓｏＧ，ＡｎｓｅｌｍｉＡ，ＺａｍｐａｒｅｌｌｉＲ，Ｓｃｈｉａ

ｖｅｌｌｏＲ，ＰｏｓｓａｔｉＧ．Ｉｓｅａｒｌｙ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ｉｔｉｓａｆ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ｎ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Ｊ］．ＪＣａｒｄ

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２４：６３２６３６．
［２１］ＮｇａａｇｅＤＬ，ＣａｌｅＡＲ，ＧｒｉｆｆｉｎＳ，ＧｕｖｅｎｄｉｋＬ，ＣｏｗｅｎＭ

Ｅ．Ｉｓｐｏｓｔ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ｈｅ

ｏｓｔｏｍｙ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ｆｏｒｓ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

Ｅｕｒ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３３：１０７６１０８１．
［２２］左祥荣，刘梅红，施　景，曹　权，郑崇明，王　勇，等．经

皮单步扩张气管切开术在ＩＣＵ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３：３６４３６７．
［本文编辑］　张建芬，邓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