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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应用效果观察 

卢兰花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深圳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新生儿肺透明膜病实施新生儿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针对应用后的实际效

果做出统计分析。方法 针对 80 例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者进行治疗，样本选自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就诊

的新生儿，并按照先后顺序分为 2 组，对照组为常规治疗，观察组为新生儿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对比治

疗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儿的病情控制的总有效率上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此外，在患者使用呼吸机时间以及给氧时间上，均以观察组低于对照组，且住院时间段，两组对比差异显

著（P＜0.05）。同时，在治疗后两组 pH 值、PaO2值以及 PaCO2 血气指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最后，在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中，观察组低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采用新

生儿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对于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有助于患儿病情控制，方案安

全有效，有助于早日出院，值得在继承借鉴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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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eonatal flow CPAP ventilator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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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experiment will implement the neonatal flow CPAP ventilator therapy for 
neonatal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and mak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the actual effect after appli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neonates with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were treated. The samples were selected from neonates who 
were treated from June 2020 to June 2022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eonatal flow 
CPAP ventilator.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disease contro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In addition, the 
time of ventilator use and oxygen deliver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H value, PaO2 value and PaCO2 blood ga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0.05). Finally,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neonatal flow CPAP ventilator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neonatal patients with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control of the disease, safe and effective, and conducive to early 
discharge, which is worthy of development in the inheritance and reference. 

【Keywords】Neonatal flow; CPAP treatment; Neonatal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肺透明膜病也被称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以早产儿更多见，可出现宫内窒息或者呼吸困难。

在出生后的 24-48 小时内患者的病情较为严重，且

病死率高。结合调研数据，新生儿的胎龄小，则该

疾病的发生率高。在主要症状上除了呼吸困难，还

有发绀，这些都会影响到新生儿健康，必须积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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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治疗[1]。在具体措施上，以机械通气、呼吸机辅

助治疗为主，但是辅助通气的效果不够理想。伴随

着当前机械通气技术的广泛应用，早产和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有了有效的控制，在采用新生儿流量

持续气道正压（CPAP）治疗下，也可以获取更好的

效果，也是当下疾病治疗的新方案。鉴于此，针对

80 例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者进行治疗，样本选自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就诊的新生儿，并按照先后顺

序分为 2 组，对新生儿的病情改善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 80 例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者进行治疗，样本

选自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就诊的新生儿，并按

照先后顺序分为 2 组，观察组 40 例中，男 22 例，

女 18 例，胎龄介于 24～41 周之间，平均为（31.45± 
0.96）周；对照组 40 例中，男 21 例，女 19 例，胎

龄介于 23～41 周之间，平均为（31.39±0.81）周。

组间基线资料可比（P>0.05）。经过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后开展。所有患儿监护人自愿参与本次实验

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同时排除具有先天性呼吸道畸

形、感染性肺炎、先心病等患儿。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常规治疗，即采用呼吸机辅助治疗，在

参数设置中，气流量为 10L/min，呼吸频率则为 40
次/min，同时要结合新生儿情况进行呼吸机的参数

调整，防止出现感染。 
观察组为新生儿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在新

生儿出生后放入保温箱，注意清除口腔、呼吸道分

泌物，安排适合的鼻塞，在舒适的环境下帮助患儿

进行治疗。在初始参数上，需要向加湿器水温控制

在 30-37 摄氏度，吸氧浓度则为 0.3-0.7，氧气流量

在 6-10L/min，同时在 CPAP 尖端压力上则为

4-5cmH2O。在治疗期间要及时调整呼吸机参数，并

实施保暖，注重并发症情况，在镇静剂的选择上应

当小剂量用药，防止对氧气吸入造成干扰。 
1.3 评价标准 
本次调研将统计新生儿的治疗情况，如给氧时

间、呼吸机使用时间和患儿住院时间。其次，则了

解治疗疗效，其中，显效则为新生儿症状改善，未

见不良反应；有效则为新生儿的症状有所缓解，但

有轻微的不良反应。无效则为新生儿的病情症状未

见好转，存在不良反应。此外，观察两组新生儿在

进行治疗前后的 pH 值、PaO2值以及 PaCO2血气指

标。最后，则是针对新生儿的不良反应作出记录和

原因分析，在主要表现上则有肺部感染、鼻中隔受

损等。 
1.4 统计方法 
测验数据均在 SPSS22.0 中录入，在表述计数资

料的时候，为%的方式，应当对结果实施卡方检验。

在表述计量资料的时候，则为（ sx ± ）的方式，并

对结果做出 t 检验。在不同检验下要采取数据统计

学分析，以 P＜0.05 为界限，如果符合该情况，则

视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儿的病情控制的总有效

率上高于对照组，即为 95.0%（38/40），对照组则

为 77.5%（31/40），对比差异显著（P＜0.05）。 
此外，在患者使用呼吸机时间以及给氧时间上，

均以观察组低于对照组，且住院时间段，两组对比

差异显著（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新生儿临床病情改善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给氧时间（h） 呼吸机使用时间（h） 住院时间（d） 

对照组（n=40） 120.36±10.33 86.44±9.46 12.31±1.14 

观察组（n=40） 91.57±10.25 60.33±7.99 8.12±1.02 

t 12.563 10.336 8.471 

p ＜0.05 ＜0.05 ＜0.05 

 
在治疗前两组患儿的气血指标差异不大，且在

治疗后两组 pH 值、PaO2值以及 PaCO2血气指标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最后，在不良反

应发生率对比中，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即观察组为

5.0%（2/40），1 例出现腹胀、1 例进行再插管，对

照组则为 20.0%（8/40），5 例出现腹胀、有 3 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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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插管，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在临床当中，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是早产儿群体

较为常见的疾病，患儿其表现主要为呼吸困难、肺

顺应性差、肺功能残气量降低等症状，这是导致早

产儿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产

生与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不足有关，此时会引起肺表

面张力增加，在吸气的时候肺泡萎缩，发生进行性

肺不张。血液在流经该区域的时候，无法进行气体

的交换，便重新回到了心脏，此时肺内短路，血液

含氧量逐步下降，氧合作用不足，最终导致新生儿

缺氧，诱发呼吸困难的症状表现[2]。在机体代谢缺

氧的状态下，患儿还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肺血

管痉挛，进一步导致肺部扩张，右心压升高，减少

了肺部的血流量。由于血管壁缺氧，血浆渗透性增

加，最终则产生肺透明膜。有学者提出在该疾病严

重情况下[3]，动脉导管可能会关闭并重新打开，此

时容易触发大部分心跳的输出变成压流，减少了肺

部血流量并造成瘀伤情况。除此外由于缺氧会增加

血液通透性血浆的内容物和血管壁外流，也容易产

生透明膜病变。 
在该疾病的治疗中，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为肺

泡表面活性物质，并采取呼吸机辅助治疗，但是就

临床结果中可见并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采用

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措施有助于增加肺容量，肺

泡重新张开，在改善氧合功能，减少肺内分流等方

面的优势显著，此外，还可以对无氧引起的酸中毒

进行纠正，肺血管阻力减少[4]。 
结合本次调研看，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效果更好，

效率高，住院时间段，不失为具有可行性的治疗方

案。尤其同时在该治疗方案下，患儿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降低，从原因上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当

进行机械通气时，病原未通过鼻道和口进行过滤，

直接到达下呼吸道，此时会产生咳嗽反射以及气道

黏膜纤毛运动都会导致呼吸系统的防御能力变弱，

对于新生儿这一问题更为显著。第二存在上皮细胞

损伤，在使用吸引器之后会加剧损伤，病菌均在吸

入后被吸附在上皮细胞，容易引起感染。有研究提

出采用新生儿气流 CPAP 呼吸机措施，能够快速缓

解呼吸困难的症状，减少不良反应，这与本次调研

具有一致性[5]。鉴于本次调研情况可知，在观察组

的治疗方案下不仅有助于改善新生儿的临床病症，

还可以达到优势互补的效用，在使用中无明显并发

症，还缩短了患儿的住院用时，也有助于建立良好

的医患关系，为新生儿的早日康复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采用新生儿流量 CPAP 呼吸机治疗

对于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

有助于患儿病情控制，方案安全有效，有助于早日

出院，值得在继承借鉴中发展。但本研究仍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如纳入样本量有限，更确切的研究结

果尚有待进一步大样本研究以证实，期待关于早产

合并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更多方面的临床调研，提出

可行性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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