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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睡眠监测及上气道阻塞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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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

B6(R6

%患者术前诊断疾病性质(病情严重程度及上气道阻塞平面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

疑似

B6(R6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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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行
7f44,2

试验检查上气道阻塞部位#同步应用
(U!""

及十三导联睡眠监测$

F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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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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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33U-ZR

#德国%进行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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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监测)对比分析
(U!""

及
F6U

主要监测参数#包括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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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计时间占总

监测时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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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气道阻塞性质和阻塞严重程度的诊断'将
(U!""

测定的各平面阻塞构成比与电子鼻咽喉镜

的阻塞定位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

(U!""

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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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上气道阻塞性质和阻塞严重程度的诊

断与
F6U

检测结果类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上平面阻塞时#

(U!""

与电子鼻咽喉镜检查阳性率一致'下平面阻塞时#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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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阳性率高于电子鼻咽喉镜检查结果$

<

$

">"$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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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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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监测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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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准确定性诊断和

初步定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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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可更准确地判断
B6(R6

上气道阻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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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监测及上气道阻塞定位系统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术前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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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睡眠时上气道软组织塌陷引起发作性呼

吸暂停和通气不足#伴打鼾(睡眠结构紊乱(血氧饱

和度下降及白天嗜睡等症状#可引起心脑血管(神经

及内分泌系统等多种疾病的临床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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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位诊断仍缺乏有效手段)且传统的

检查方法一般在清醒状态下进行#与睡眠状态下上气

道软组织情况差别较大)睡眠监测及上气道阻塞定

位系统
(

L

3,*U2*

L

J!""

$

(U!""

#

/K7,+.)*4

#美国%可

分析睡眠相关呼吸紊乱事件并判定上气道阻塞平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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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将
(U!""

与
F6U

同步进行
DJ

睡眠

监测#对比分析两者的主要监测参数#并将
(U!""

定

位诊断结果与电子鼻咽喉镜检查结果进行比较#探讨

(U!""

在
B6(R6

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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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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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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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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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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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以睡

眠打鼾(呼吸暂停(白天嗜睡等症状就诊于第二军医

大学长海医院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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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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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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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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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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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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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监测'受

检者无上气道手术史#无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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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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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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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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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睡眠监测室#监测开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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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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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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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6U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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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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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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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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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均行上气道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判定阻塞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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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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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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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F6U

监测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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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阻塞性质和阻塞严重程度诊断的一致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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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阻塞平面(计算各平面阻塞

次数占气道阻塞总次数的比例#并与电子鼻咽喉镜

下行
7f44,2

试验判定阻塞定位的结果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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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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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B6(R6

发病率高#可造成多系统器官损害#若

术前不能准确诊断呼吸紊乱事件的性质(病情严重

程度及上气道阻塞平面#手术效果将大打折扣+

EG'

,

)

(U!""

将
F6U

和上气道测压的功能融于一体#可

区分不同性质的呼吸事件#并记录每个呼吸事件发

生时的阻塞平面#智能分析得出
(RC

等重要参数)

本研究结果显示#

(U!""

测定的
(RC

(

76*B

!

(

S6*B

!

(

KMN"̂

与
F6U

监测对应参数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两种监测方法确诊率(病情分度及上

气道阻塞性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种监

测方法在监测
(RC

(

76*B

!

(

S6*B

!

及
KMN"̂

等参

数及上气道阻塞性质判断方面无差异)

(U!""

与

F6U

同步检测需连接更多电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患

者睡眠+

E

,

#也有研究提示可忽略测压管及所需电极

对睡眠的影响+

$

,

)

(U!""

因为无脑电监测的装置#

无法判断患者的睡眠时长#也无法判断睡眠呼吸事

件发生时的脑电活动状态等#因此无法完全取代

F6U

#临床可先行
F6U

监测#再行
(U!""

监测#或

同步应用两者)

既往对
B6(R6

上气道阻塞部位的检查采用内

镜下行
7f44,2

试验#对上气道直接观察并模拟睡眠

状态下塌陷情况#推断阻塞部位)本研究采用电子

鼻咽喉镜下行
7f44,2

试验#其腭后区平面狭窄判断

标准+

'

,为
7f44,2

吸气时上气道塌陷度
(

D$̂

#舌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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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监测及上气道阻塞定位系统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术前诊断中的应用

区平面狭窄判断标准+

D

,同腭后区'下平面阻塞构成

比
(

&"̂

建议行外科手术干预+

'

,

)因此#本研究选

择将阻塞构成比
&"̂

作为临界点)研究结果发现

上平面阻塞时#

(U!""

与电子鼻咽喉镜检查阳性率

一致'下平面阻塞时#

(U!""

诊断阳性率高于电子

鼻咽喉镜检查)

7f44,2

试验检查可观察塌陷部位表

面特征#并不能完全模拟睡眠时中枢活动对神经冲

动和肌肉状态等的影响#因此未能准确检测出

B6(R6

患者上气道阻塞情况)

(U!""

与
F6U

同步监测克服了清醒状态对检

查的影响#可较准确反映睡眠时上气道阻塞情况+

%

,

)

尽管国内上气道阻塞平面判断暂无统一标准+

N

,

#但

(U!""

将上气道简化分为上部和下部#上部阻塞主

要指腭后区阻塞#下部阻塞主要指最低阻塞平面位

于舌后区)本研究选择以阻塞平面上方传感器显示

压力波动消失或波幅降低
$"̂

以上#而阻塞平面下

方传感器压力波动幅度持续增加作为阻塞平面的判

断标准+

N

,

)在临床使用中
(U!""

上(下平面阻塞

判定结果与临床检查判定结果有时不一致#需进行

个体分析+

#"

,

)

(U!""

不能观察阻塞部位的解剖结

构及形态特征#此时需内镜检查等的配合+

##

,

#但内

镜检查主观性强#其他情况如腭扁桃体肿大和舌体

肥厚都能导致上气道上(下两平面的阻塞等#还需要

结合影像学等诊断方法综合判断+

#!G#D

,

)

综上所述#将
F6U

与
(U!""

同步应用于

B6(R6

术前监测#可做出准确定性诊断)

(U!""

与电子鼻咽喉镜检查相结合#综合评估上气道阻塞

的解剖异常#可提高阻塞平面定位诊断的准确度#对

于选择治疗方法和手术术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

)

!参 考 文 献"

+

#

,

!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咽喉学组
>

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

/

,

>

中华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N

#

EE

!

N$GN'>

+

!

,

!

B<02.0P6

#

U1-ZM

#

F.22*

=

4.*H

#

?*2

=

*(V

#

S16

H

#

S.-/

#

,8*4>64,,

L

G+.<02+,2,+Z2,*8J.3

=

*+;*3),<

)0

=

3.8.;,+,)4.3,.38J,,4+,24

9

+

/

,

>@,12040

=9

#

!"#$

#

%E

!

#N'EG#ND#>

+

&

,

!

b2

9=

,27 R

#

P08JM

#

A,-,38V K>F2.3).

L

4,<*3+

L

2*)8.),05<4,,

L

-,+.).3,

+

7

,

>E

8J

,+>FJ.4*+,4

L

J.*F(

!

H4<,;.,26*13+,2<

#

!""$

!

'"'>

+

E

,

!

罗
!

伟#缪东生#常英展#梁伟平#黄
!

靖#王旭平#等
>

便携式睡眠监测定位仪和多道睡眠监测同步检查的比

较+

/

,

>

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

#

#D

!

NEGND>

+

$

,

!

陈学军#韩德民#林忠辉#叶京英#林宇华
>

食管(咽部压

力监测检查法对睡眠结构的影响+

/

,

>

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

!""!

#

N

!

!DG&">

+

'

,

!

李五一#倪道风#姜
!

鸿#张连山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患者睡眠时咽腔观察+

/

,

>

中华耳鼻咽喉科杂

志#

#NNN

#

&E

!

&%GE">

+

D

,

!

V00+<03_M>F2,+.)8.3

=

\J.)J

L

*8.,38<\.44Z,3,5.8

520-<12

=

,2

9

5020Z<821)8.;,<4,,

L

*

L

3,*

!

8J,H@M

,I*-

+

/

,

>H*2@0<,MJ20*8/

#

#NNN

#

D%

!

DN!GDN$

#

DN%G

%"">

+

%

,

!

神
!

平#李五一#田
!

旭#余
!

蓉#霍
!

红
>

上气道测压

阻塞定位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外科治

疗中的应用+

/

,

>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

#

E$

!

#""%G#"#">

+

N

,

!

韩德民#叶京英#王
!

军#杨庆文#林宇华#王江泳
>

上气

道压力测定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阻塞部位定

位诊断研究+

/

,

>

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

!""#

#

&'

!

&"#G

&&">

+

#"

,杨大海#李五一#神
!

平#倪道凤
>

上气道压力测定在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中的应用+

/

,

>

临

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

#

!!

!

#$'G#$N>

+

##

,

S.T

#

T,/

#

S.M

#

S.3@

#

V*3

=

W

#

S.*3

=

K

#

,8*4>

(3*80-.)

L

2,+.)802<052,820

L

*4*8*4-,)J*3.)*440*+<.3

L

*8.,38<\.8J0Z<821)8.;,<4,,

L

*

L

3,*

+

/

,

>P,<

L

.2*8.03

#

!"##

#

%!

!

!E'G!$&>

+

#!

,付忠良#周
!

扬#李笑天#杨怀安
>B6(R6

患者不同阻

塞平面及阻塞性质术前评估的临床意义+

/

,

>

临床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

#

!D

!

!%EG!%N>

+

#&

,席
!

芳#郭欣欣#王
!

凯
>

便携式睡眠监测仪与多导睡

眠监测仪临床应用比较+

/

,

>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

志#

!"#!

#

!'

!

'#"G'##>

+

#E

,熊园平#易红良#孟丽丽#关
!

建#殷善开
>

便携式睡眠

监测与多道睡眠监测相关性初步研究+

/

,

>

中国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

!"##

#

#%

!

&N$G&N%>

+

#$

,罗
!

伟#缪东生#王旭平
>

便携式睡眠监测阻塞定位仪

在
B6(R6

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

,

>

中国耳鼻咽喉颅

底外科杂志#

!"##

#

#D

!

&#DG&!">

+

#'

,许辉杰#黄魏宁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

定位诊断研究000纤维喉镜与上气道压力测定的比较

+

/

,

>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

#

!$

!

!E&G!E'>

+

#D

,肖水芳#韩德民
>

重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患者阻塞定位研究+

/

,

>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

!"#!

#

ED

!

%NGN#>

!本文编辑"

!

贾泽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