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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介绍了体外循环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详细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基础
研究进展以及临床应用情况。

本书共分十八章。
其中重点论述了体外循环对机体的损伤、临床表现和发生机制以及保护策略。
本书除能使体外循环专业人员提高对本专业常见临床问题的认以和理解，也有助于心脏外科麻醉科医
师、外科医生、手术室人员及ICU工作者对在手术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处理，是专业人员、研究生、从
事科研和相关临床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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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体外循环损伤的共同机制　　CPB通过多种途径对不同器官和组织产生损伤，然而，总体
来说可通过以下途径产生影响：组织器官灌注失衡；炎症反应；机械性损伤。
　　CPB需要进行血液稀释，过度血液稀释将降低对氧的转运。
血红蛋白低于8g/L可导致体温低于30℃时的器官功能障碍；CPB过程中可能产生各种微栓，微栓阻塞
血管可造成组织器官血供不足；CPB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性休克过程，加之麻醉和药物的影响，会造
成体内肾上腺系统功能的失衡，血管不恰当地收缩或舒张，组织器官灌注压和灌注流量降低，均可造
成血供不足；CPB期间体温较低，血管反应性收缩；CPB通常使用重力进行静脉血引流，由于静脉插
管或患者解剖的异常，可造成静脉血引流不畅、体内静脉血淤积和组织器官水肿。
以上因素均可造成组织器官可利用的有效血流减少，细胞能量供应不足。
　　一般认为CPB时由于血液与CPB管道及人工肺等异物接触，启动以炎性细胞因子、补体、中性粒
细胞等激活的炎性级联反应效应的发生，同时缺血一再灌注损伤等激活补体和氧自由基，由此产生各
种炎症介质，炎症反应产生终末补体复合物、过敏毒素、细胞毒性蛋白酶，胶原酶、明胶酶、金属蛋
白酶、反应性氧化剂、自由基、脂类过氧化物、内毒素、内皮素、炎症性细胞因子、激活的中性粒细
胞和单核细胞，这些物质均可明显损伤器官和组织细胞。
这些物质通过内皮细胞连接到达间隙层而进入特定细胞。
大量炎性介质与细胞因子使细胞能量代谢的线粒体三羧酸循环减弱；同时，抑制生物氧化酶，细
胞ATP产生减少，能量供应不足导致Na+-K+ ATP酶失活，跨细胞离子浓度下降，水分大量进入细胞内
，导致细胞水肿。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细胞死亡，造成相应的组织损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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