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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治疗急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及其心肌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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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纳洛酮对急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koap）的临床疗效及心肌的保护作用。方法= =入选急性 koap=
NMM例，随机分为对照组（RM例）和研究组（RM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纳洛酮治疗。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肌酸激酶（Ch）、肌酸激酶同工酶（ChJj_）和肌钙蛋白 f（cqnf）水平。比较两组住院天数、机械

通气天数、用氧天数、呼吸机参数、氧合功能指标x动脉氧分压（m~lO）、氧合指数（lf）及动脉血L肺泡气氧分压比（~LAmlO）z
及治愈率。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 Ch、ChJj_、cqnf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KMN）。研究组氧合功

能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KMR）。研究组呼吸机参数除 mbbm外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MKMR）。研究组的用氧天数、机械通气天数、住院天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KMR）。两组治愈率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纳洛酮有助于提高 koap整体疗效，对 koap心肌保护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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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性 新 生 儿 呼 吸 窘 迫 综 合 征 （ neon~í~ä=
reséár~íoró=dásíress=sóndrome，koap），即肺透明膜

病，患儿呈现进行性呼吸困难、青紫、吸气性三凹

征，目前研究认为该病是由于肺发育不成熟及缺乏

肺泡表面活性物所引起，以早产儿多见，且发病率

与胎龄呈负相关xNz。临床上主要通过呼吸机治疗和

机械通气，对症支持进行治疗。纳洛酮是阿片受体

拮抗剂，促进冠脉血流量，有研究发现纳洛酮能保

护多种因素引起的心肌损伤xOz，同时，纳洛酮治疗

koap疗效明显xPz，但纳洛酮对 koap的临床疗效

及是否对心肌有保护作用报道较少。本文研究纳洛

酮对急性 koap的临床疗效及心肌保护作用。=

收稿日期：OMNTJNMJNS=
第一作者：张森山（NVUO—），男，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新生儿。qeäW=NUMMVNRNPPR= = bJm~áäW=zÜ~ngsensÜ~n_NVUO]é~émedÜosKíoé=
*通信作者：罗明海（NVUP—），男，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儿科、消化、感染。qeäW=NRPVVNRSOTM= = bJm~áäW=äuomángÜ~á_NVUP]=é~émedÜosKíoé=



= = arug=Evaluation=oesearch= =第 QN卷=第 O期= = OMNU年 O月=• ORS=•=

N= =资料与方法=
NKN= =研究对象=

选取 OMNQ年 O月—OMNT年 O月期间安康市中

心医院接收，临床诊断明确为 koap的新生儿 NMM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RM例）

和研究组（RM 例）。koap 诊断标准参考《实用新

生儿学》第 Q 版xQz。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进行，所有研究对象监护人均知情同意。对照组男

QR例，女 R例，研究组男 QO例，女 U例；对照组

胎龄（POKP±OKV）周，研究组（POKT±OKP）周；对

照组出生体质量（N= UPNKR±RVUKS）g，研究组出生

体质量（N=TNQKR±QNQKS）g，两组患儿性别、胎龄、

出生体质量、Aég~r 评分、koap 分期等基线资料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NKO=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研究对象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①出生时

体质量＞O= kg；②急性起病；③进行性呼吸困难，

严重低氧血症；④患儿家属知情同意。出现以下任

何一项予以排除：①合并患有遗传性疾病；②患儿

已经出现严重呼吸衰竭；③其他原因引起的呼吸功

能障碍患儿；④入选前已经接受纳洛酮或其他药物

治疗的患儿。⑤患儿家属不同意加入实验。

NKP=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进行呼吸机机械通气、对症治疗及

支持治疗。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加用盐酸纳洛酮注射液（成都天台山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规格 OKM= mg，生产批号 NPMOMN），总

剂量为 MKMR=mgL（kg·d），将其分 Q次静脉滴注，连

续 P=d。=
NKQ= =观察指标=

血清肌酸激酶（Ch）、肌酸激酶同工酶

（ChJj_）和肌钙蛋白Ⅰ（cqnf）测定：分别于治

疗前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观察记录两组患儿的住院天数、机械通气天数、

用氧天数、呼吸机参数x吸气峰压（mfm）、呼气末正

压（mbbm）、平均呼吸道压（jAm）和吸入氧体积

分数（cálO）z。=
肺氧合功能：治疗前后取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

动脉氧分压（m~lO）、氧合指数（lf）及动脉血L肺
泡气氧分压比（~LAmlO）进行比较。=
NKR= =治愈标准=

原发疾病明显好转，呼吸症状消失，m~lOLcálO
恢复正常，胸 u片肺部病变消失xRz。=
NKS= =统计学方法=

采用 pmpp= NTKM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技术资料采用 χO

检验，检验水准 αZMKMR。=
O= =结果=
OKN= =两组血清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血清 Ch、ChJj_ 及 cqnf 水平与治

疗前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各指标均较治疗

前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MKMN）。治

疗后，研究组 P个指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m＜MKMN）。见表 N。=
OKO= =治疗后肺氧合功能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 m~lO、lf和 ~LAmlO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儿治疗后所有指标均较治疗

前有所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MKMR），但

治疗后研究组 m~lO和 ~LAmlO高于对照组，lf值低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MKMR），见表 O。=
OKP= =治疗后呼吸机参数比较=

研究组 mfm高于对照组，jAm、cálO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KMR），而 mbbm 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P。=
OKQ= =治疗后住院天数、用氧天数、机械通气天数比较=

治疗后，研究组的用氧天数、机械通气天数、

住院天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MKMR）。见表 Q。=

表 N= =两组血清 Ch、ChJjB及 cqnf水平比较（ –x s，n Z=RM）=
qable=N= = Comparison=on=serum=levels=of=ChI=ChJjB=and=cqnf=between=two=groups=E –x s I=n Z=RMF=

组别 时间 ChLEr·miJNF= ChJj_LEr·miJNF= cqnfLEég·miJNF=
对照 治疗前 RRNKOT–RRKUN= NPPKRV–NQKO= ROOKOT–ROKUU=

治疗后 QTNKNR–QUKSRG= NMQKRR–VKRQG= QPOKST–QOKUVG=

研究 治疗前 RQQKQP–RRKPU= NPPKSS–NQKV= RONKNQ–RQKSS=
治疗后 PUMKRR–PVKTTG@= TOKRQ–TKRRG@= POPKOO–POKVTG@=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Gm＜MKMR；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m＜MKMR=
Gm Y=MKMR=vs=s~me=groué=before=íre~ímeníX=@m Y=MKMR=vs=coníroä=groué=~fíer=íre~ímen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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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 =两组治疗后肺氧合功能比较（ –x s，nZRM）=
qable=O= = Comparison=on=pulmonary=oxygenation=after=treatment=between=two=groups=E –x s I=nZRMF=

分组 时间 m~lOLkm~= lf= ~LAmlO=
对照 治疗前 QKRU–NKOO= NRKOT–OKTT= MKNQ–MKMR=

治疗后 RKTN–OKROG= NMKVV–RKTPG= MKOO–MKNTG=

研究 治疗前 QKSN–NKRQ= NRKMQ–PKMN= MKNR–MKMS=
治疗后 UKQM–OKTTG@= SKPO–QKMTG@= MKPP–MKNUG@=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Gm＜MKMR；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m＜MKMR=
Gm Y=MKMR=vs=s~me=groué=before=íre~ímeníX=@m Y=MKMR=vs=coníroä=groué=~fíer=íre~ímení

表 P= =两组治疗后应用呼吸机参数比较（ –x s）=
qable=P= = Comparison=on=ventilator=parameters=after=treatment=between=two=groups=E –x s F=

分组 nL例= mfmLkm~= mbbmLkm~= jAmLkm~= cálO
对照 RM= NKUV–MKNS= MKQM–MKMS= NKQO–MKMS= SRKQ–NPKM=

研究 RM= OKQN–MKNPG= MKQN–MKMR= NKOP–MKMTG= ROKO–VKTG=

与对照组比较：Gm＜MKMR=
Gm Y=MKMR=vs=coníroä=groué=

表 Q= =两组治疗后住院天数、用氧天数、机械通气天数比较（ –x s）=
qable=Q= = Comparison=on=number=of=hospitalization=daysI=number=of=days=of=oxygen=consumptionI=and=number=of=days=of=

mechanical=ventilation=after=treatment=between=two=groups=E –x s F=

分组 nL例= 用氧天数Ld= 机械通气天数Ld= 住院天数Ld=
对照 RM= NTKN–PKR= VKU–NKT= PMKT–QKN=
研究 RM= NNKR–NKMG= RKN–MKUG= NVKU–QKMG=
与对照组比较：Gm＜MKMR=
Gm Y=MKMR=vs=coníroä=groué=

OKR= =预后转归=
研究组 RM例患者全部治愈，治愈率 NMMB，对

照组治愈 QT例，P例好转但未达到治愈标准，治愈

率 VQB。两组患儿的治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 R。=

表 R= =两组治疗后治愈情况比较=
qable=R= = Comparison=on=prognosis=between=two=groups=

after=treatment=

分组 nL例= 治愈L例= 未治愈L例=
对照 RM= QT= P=
研究 RM= RM= M=

P= =讨论=
koap 以早产儿多见，临床上表现为进行性呼

吸困难，治疗不及时会在数小时内出现严重的低氧

血症和呼吸衰竭，对心肌造成严重损伤。目前对该

疾病的常规治疗措施是机械通气呼吸支持和补充外

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xSz。低氧血症引起脑组织缺氧

后造成内源性内啡肽增多，而内啡肽属于阿片样物

质，可抑制前列腺素及儿茶酚胺的作用，引起血压

下降，呼吸抑制等。纳洛酮为阿片受体的拮抗剂，

通过竞争并取代内啡肽与受体结合，解除抑制，恢

复儿茶酚胺对循环、呼吸的兴奋作用，使心输出量

增加、心肌兴奋，呼吸改善xPz，对心肌可能存在一

定的保护作用。因此本研究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

纳洛酮治疗，以期观察纳洛酮的临床疗效和心肌保

护作用。

目前公认用于评判心肌损伤的指标有 Ch、
ChJj_及 cqnfxTJUz，本研究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血清中 Ch、ChJj_及 cqnf。结果显示，与治疗前

相比血清 Ch、ChJj_及 cqnf的水平均显著下降，

且治疗后研究组各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表

明在经过治疗后患儿的心肌损伤得到改善，纳洛酮

对心肌损伤确有保护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用氧天数、机械通气

天数、住院天数及肺氧合功能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KMR）。两组治疗后

m~lO、lf 和 ~LAmlO均显著高于同组治疗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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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结果与文献报道一

致xVz。呼吸机参数除 mbbm外均研究组优于对照组，

表明加用纳洛酮能有效改善患儿的肺氧合功能，有

助于改善患儿预后。研究结果表明纳洛酮的干预虽

不能显著提高 koap 的治愈率（治愈率两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能有效缩短患者病程（氧

疗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减低医疗费用，

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疾病体验，提高整体的临床

疗效。

综上，研究组治疗 koap的整体疗效优于对照

组。koap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纳洛酮可有效改

善患儿血氧水平，对患儿心肌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但是由于本研究并未对患儿预后转归进行长期随

访，因此长期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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