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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全麻下硬性支气管镜下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术发生低氧血症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研究４３２例全麻下气管支气管异物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患儿术中发生低血氧血症的程度与其年龄、异物
停留位置、异物停留时间及术前肺部并发症的相关性。结果　患儿术中发生轻度、中度低氧血症与其年龄、异物停
留位置、异物停留时间及术前肺部并发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Ｐ＞０．０５），而患儿术中发生重度低氧血症与其年龄、
异物停留位置、异物停留时间及术前肺部并发症之间存在相关性（Ｐ＜０．０５）。结论　患儿年龄、异物停留位置、异
物停留时间及术前肺部并发症和术中重度低氧血症发生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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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是耳鼻咽喉科常见急症之
一，处理不当会危及生命［１］。除了窒息的直接风险

外，它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肺气肿、肺不

张、纵隔气肿、皮下气肿等其他并发症［２］。尽早明

确诊断和及时取出异物是减少并发症和降低病死率

的关键。根据异物吸入史、典型症状、体征及影像学

检查可以明确诊断［３］。全麻下支气管内镜检查即

是诊断气管支气管异物的金标准，同时也是气管支

气管异物的常用治疗方法。怀疑异物吸入的支气管

镜检查会使患儿面临低氧血症的风险，如果严重低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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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会导致脑损伤，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心跳骤

停［４６］。手术期间患儿低氧血症出现的发生率、原因

和风险因素因不同的研究报道有所差异［７１０］。本研

究就患儿术中发生低氧血症的相关因素予以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郑州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诊断为气管支气管异物并行硬性支气管

镜检查的４３２例患儿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①同一手
术操作者（排除手术过程中处理经验的差别）；②患
儿有明确的异物呛咳史（明确异物停留时间）；③术
前胸部ＣＴ检查明确术前肺部感染程度（典型ＣＴ如
图１）。排除标准：①术前存在急性呼吸衰竭的患
儿；②住院后异物自行咳出的患儿；③硬性支气管镜
下无法取出异物需转入胸外开胸手术的患儿。按照

年龄、异物停留位置、异物停留时间、术前肺部并发

症及术中低氧血症发生程度进行相关分析。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手术操作在麻醉和硬性支气管镜检手术前

获得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手术操作均在

全身麻醉Ｓｔｏｒｚ硬质支气管镜下进行。术前静推盐
酸戊乙奎醚（０．０１～０．０２ｍｇ·ｋｇ－１）、甲基强的松龙
（２～４ｍｇ·ｋｇ－１），静脉使用丙泊酚 （１～３ｍｇ·ｋｇ－１）、
瑞芬太尼（１～２ｋｇ）、舒芬太尼（０．２～０．３μｇ·ｋｇ－１）、

顺阿曲库铵（０．１～０．２ｍｇ·ｋｇ－１）诱导麻醉。麻醉
深度达成后，置入Ｓｔｏｒｚ硬质支气管镜，呼吸回路一端
连接到支气管镜侧端口，另一端连接至麻醉呼吸机，

参数调整压力为 １５～３５ｐｓｉ（通常为 ２５ｐｓｉ），频率为
２０～３０ｂｐｍ，开始手术并计时。通过静脉丙泊酚１３～
１５ｍｇ（ｋｇ·ｈ）－１、瑞芬太尼２５～３０μｇ（ｋｇ·ｈ）－１、右
美托咪啶２μｇ（ｋｇ·ｈ）－１维持麻醉至手术结束。如
术中麻醉深度不足，给予１％～３％七氟醚吸入追加。

手术均顺利取出异物，术后气管插管下常规全

麻复苏，顺利拔除气管插管，返回病房，术后常规抗

感染治疗后复查胸部ＣＴ未见异物残留予以出院。
１．３　血氧饱和度监测标准［４，１１］

根据术中常规血氧饱和度监测，≤９０％时定义
为低氧血症。根据ＳｐＯ２下降程度低氧血症分为：无
（ＳｐＯ２ ＞９０％），轻度 （ＳｐＯ２８１％ ～９０％）、中度
（ＳｐＯ２７０％～８０％），重度 （ＳｐＯ２＜７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
于不服从正态分布的两定量变量之间或定量变量与

分类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用秩相关系数进行描述，对

于至少一个变量为无序分类变量的两分类变量的关

联性分析先根据交叉分类计数所得的列联表进行两

种属性独立性的χ２检验（不满足χ２检验的用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再计算关联系数，本研究检

验水准均为α＝０．０５。

图１　典型异物ＣＴ（箭头所示）　Ａ１：右主支气管异物—花生；Ａ２：同一患儿术后；Ｂ１：气管异物—完整瓜子；Ｂ２：同一患儿术
后；Ｃ１：右主支气管异物—花生；Ｃ２：同一患儿术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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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研究人群一般特征
表１显示了所研究的４３２例患儿的年龄、异物

停留时间、异物停留位置、术前肺部感染情况。

４３２例患儿中，患儿年龄最小为６个月，最大为
９岁１１个月。 ＜１岁为 ３９例（９．０％）；１～２岁为
３６１例（８３．６％）；＞２岁为３２例（７．４％）。异物存
留时间＜１ｄ９８例，１～３ｄ１９９例，＞３ｄ１３５例。
３４８例患儿异物主要停留在单侧主支气管及其以下
分支，气管或双侧主支气管异物有８４例。所有患儿
术前均伴不同程度的肺部感染，术前伴支气管炎、肺

炎 ２５８例（５９．７％），伴肺不张、肺实变 １７４例
（４０．３％）。见表１。

由于麻醉方式为静脉复合麻醉、肌松剂阻断呼

吸方式，所以单次镜下操作时间不宜过长，结合麻醉

呼吸机呼吸频率设定，规定单次镜下操作时间不超

过２０ｓ。异物取出过程中，３０２例患儿无明显低氧
血症，８６例患儿伴轻度低氧血症，３４例患儿伴中度
低氧血症，１０例患儿伴重度低氧血症。见表１。

表１　４３２例患儿一般情况　（例，％）

特征 例数 比例

年龄（岁）

　＜１ ３９ ９．０
　１～３ ３６１ ８３．６
　＞３ ３２ ７．４
异物停留时间（ｄ）
　＜１ ９８ ２２．７
　１～３ １９９ ４６．０
　＞３ １３５ ３１．３
异物停留位置

　左或右主支气管及其以下分支 ３４８ ８０．５
　气管或双侧主支气管 ８４ １９．５
术前肺炎程度

　支气管炎、肺炎 ２５８ ５９．７
　肺不张、肺实变、大叶性肺炎 １７４ ４０．３
低氧血症情况

　无 ３０２ ６９．９
　轻度 ８６ １９．９
　中度 ３４ ７．９
　重度 １０ ２．３
合计 ４３２ １００．０

２．２　术中低氧血症发生与年龄、异物停留位置、停
留时间及术前肺部并发症相关关系

经秩相关分析，术中轻度、重度低氧血症发生与

年龄、异物停留位置、停留时间、及术前肺部并发症

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见表２。
经秩相关分析，术中重度低氧血症发生与年龄、

异物停留位置、异物停留时间、术前肺部并发症之间

存在相关性（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术中低氧血症发生与相关指标的关系

指标 秩相关系数（ｒ） Ｐ
术中轻度低氧血症

　年龄 ０．０３０ ０．２１２
　异物停留位置 ０．０４２ ０．１９３
　异物停留时间 ０．０３１ ０．２１９
　术前肺部并发症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３
术中中度低氧血症

　年龄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８
　异物停留位置 ０．０３６ ０．２４５
　异物停留时间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８
　术前肺部并发症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２
术中重度低氧血症

　年龄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１
　异物停留位置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
　异物停留时间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１
　术前肺部并发症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低氧血症是支气管内镜手术期间最常见的不良

事件，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支气

管内镜手术包括纤维支气管镜及硬性支气管镜，由

于操作方式不同，选用全麻的通氧方式有所差别，纤

维支气管镜手术多选用保留自主呼吸的正压通气方

式，而硬性支气管镜手术多采用肌松剂阻断自主呼

吸后的正压通气。目前没有明确报道纤维支气管镜

手术中低氧血症发生率，而硬性支气管镜术中低氧

血症的发生率为１０％ ～５８％［４、１２］。本研究中术中

采用静脉吸入复合麻醉下肌松剂速断自主呼吸正压

通气下硬性支气管镜手术，术中低氧血症发生率在

３２％，与文献结果相似。
有报道指出，支气管内镜手术术中或术后低氧

血症的发生可能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吸入异

物的性质、位置、外科医生的经验、麻醉方法、手术时

间及患者的情况（术前肺部感染情况）等［４６］。本研

究所选取的病例均为同一手术者，可以排除手术中

因经验及处理方式不同而产生的低氧血症。

有报道成人全麻硬性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未见

严重低氧血症的发生［１２１３］。在Ｍａｄｄａｌｉ等［９］研究中

指出，年龄并不影响术后低氧血症的发生率。但是

Ｃｈｅｎ等［４］研究显示低氧血症的风险与年龄成反比。

本研究发现术中发生重度低氧血症与年龄有明显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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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可能因为婴幼儿气道直径相对更小［１４］、氧

储备能力低同时耗氧量较高有关［４］。

本研究发现异物停留位置与术中重度低氧血症

发生存在相关。其中气管异物、双侧异物在术中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低氧血症，包括完全堵塞的单侧异

物也极易引起术中低氧血症。这与气管支气管堵塞

后肺通气量下降，氧分压下降，表现为 ＳｐＯ２下降。
另外，单肺通气出现的低氧血症也不容忽视，这是由

于单肺通气时流经无通气肺的血液未经过氧合就回

到左心，造成静脉血掺杂，ＳｐＯ２下降，虽然低氧性肺
血管收缩效应可使流经无通气肺的血流减少重新分

配至通气肺，减少肺内分流，但仍有４％ ～１０％的患
者ＳｐＯ２低于９０％

［１５］。术中这一情况通常用提高

氧浓度，加大正压通气压力及频率来改善。

多数研究认为异物留存时间及异物的性质与肺

部并发症发生有关，植物性异物对呼吸道黏膜的刺

激大，可发生弥漫性炎性反应，伴有发热等全身症

状，临床上称“植物性支气管炎”。异物长时间留存

气管可造成肉芽生成增生，气管狭窄等不可逆的肺

部改变，直接影响导致后期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如肺气肿、肺不张、支气管扩张、肺脓肿等［１６］。一般

来说，低氧血症本身就是重症肺炎的一个并发症，因

而在术前有严重肺炎的患儿术中低氧血症的发生率

高，肺炎程度和低氧血症的程度也密切相关［１７］。在

多项研究中都表明重症肺炎是气管支气管异物术

前、术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的高危因素［１８１９］。本研

究发现异物停留时间、术前肺部感染程度与术中重

度低氧血症呈明显的相关性。这可能和异物造成气

道的阻塞、负压性肺水肿的发生有关［２０］。故重视术

前肺部感染控制，降低术中低氧血症的发生率也极

为重要。

也有报道支气管痉挛的发生会引起术中严重的

低氧血症［４］，本研究没有把这作为相关因素研究，

但在手术中发现，当气管压力增高，出现低氧血症

时，通过停止操作，加深麻醉，解除气道痉挛后，持续

加压通气，低氧血症可迅速纠正。

总体而言，年龄、异物停留时间、异物停留位置

及术前肺部并发症与术中重度低氧血症的发生有相

关性，手术前了解患儿年龄、异物性质、异物停留位

置及术前肺部并发症，对于病情判断、术前并发症、

手术时机选择、手术风险及预后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Ｍ，ＳａｌｅｅｍＭ，Ｍａｈｓｅｅｒｉ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ａｓｐｉ

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ｈｏｌｉｖｅｄｏｒｄｉｅ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７，９８：２９－３１．

［２］　ＹａｎｇＹＨ，ＺｈａｎｇＸＧ，ＺｈａｎｇＪＬ，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ｒｅ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

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Ｊ］．ＪＩｎｔＭｅｄＲｅｓ，２０１６，４４（２）：３３８－３４５．

［３］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小儿学组．中国儿童气

管支气管异物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Ｊ］．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杂志，２０１８，５３（５）：３２５－３３８．

［４］　ＣｈｅｎＬＨ，ＺｈａｎｇＸ，ＬｉＳＱ，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ａ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ｙｏｕ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９，１０９（４）：１０７９

－１０８４．

［５］　Ｂｉ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ＰＦ，ＣａｍａｒｇｏｓＰ，ＰｉｃｉｎｉｎＩ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ｒｏｍａｉｒｗａｙｓｉｎ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Ｊ］．Ｉｎｔ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３，７７（６）：９８６－９８９．

［６］　ＣｈａｉＪ，ＷｕＸＹ，ＨａｎＮ，ｅｔａｌ．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ａｉｒｗａ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ｉ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ａｎｄ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ｗｉｔｈ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Ｊ］．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４，２４（１０）：１０３１－１０３６．

［７］　ＺｈａｎｇＸ，ＬｉＷ，Ｃｈｅｎ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ｈａｌ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５０５ｃａｓｅｓ［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１，２１（１０）：１００３－１００８．

［８］　ＨｕＳ，ＤｏｎｇＨＬ，ＳｕｎＹＹ，ｅｔ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ｗｉｔｈ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ａｎｄ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ｕｎｄｅ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ｊｅｔ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ｉｎ

５８６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２，２２（１１）：１１００－１１０４．

［９］　ＭａｄｄａｌｉＭＭ，ＭａｔｈｅｗＭ，ＣｈａｎｄｗａｎｉＪ，ｅ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ｒｉｇ

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ｏｒ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Ｖａｓｃ

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１１，２５（６）：１００５－１００８．

［１０］ＬｉａｏＲ，ＬｉＪＹ，ＬｉｕＧ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ｉｎｄｕｃ

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ｔｏｔａｌｉｎｔｒａ

ｖｅｎｏｕｓ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ｆｏｒ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ｕｎｄｅ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Ｅｕｒ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２０１０，２７（１１）：９３０－９３４．

［１１］ＳｏｏｄａｎＡ，ＰａｗａｒＤ，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ｕｍ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ｆｏ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ｉｎｈａｌ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４，１４

（１１）：９４７－９５２．

［１２］ＡｕｂａｎｅｌＳ，ＩｚａｕｔｅＧ，ＧａｒｉｅｌＣ，ｅｔ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ｉｍｅｂｕｒｄ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ｆｏｒ

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ｉｎｔｏｄｄｌｅｒｓ［Ｊ］．ＪＣｌｉｎＭｏｎｉｔＣｏｍｐｕｔ，２０２１，３５（５）：

１０７７－１０８４．

［１３］Ｗ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Ｊ，ＰｅｉＹ，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ｗａ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ｉｅｓ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ｕｎ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ａ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３８ｃａｓｅｓ［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Ｄｉｓ，２０２０，１２（１０）：６０２３－

６０２９．

［１４］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ＡＪ，ＳｃｕｓｓｉａｔｔｏＥＡ，ＪａｃｏｍｅｌｌｉＭ，ｅｔ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ａｉｒｗａｙｓ［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Ｐｕｌｍｏｎｏｌ，２０１２，４７（１）：５９－６２．

［１５］ＧｕｅｎｏｕｎＴ，ＪｏｕｒｎｏｉｓＤ，ＳｉｌｌｅｒａｎＣｈａｓｓａｎｙ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Ｖａｓｃ

·９·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第２８卷　

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０２，１６（２）：１９９－２０３．

［１６］ＭａｒｔｉｎＡ，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ｅｒＧ，ＢｌａｉｒＤ，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ｈａｌ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Ｉｎｔ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６，９０：４９－５３．

［１７］ＴｏｍａｓｋｅＭ，ＧｅｒｂｅｒＡＣ，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ｐｅｒｉ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ｒｉｇｉ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６，１６（２）：

１２３－１２９．

［１８］王素芳，韩富根，成怡冰，等．小儿呼吸道异物术前发生急性呼

吸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分析［Ｊ］．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２０１４，４９（１１）：９２５－９２９．

［１９］姜岚，韩富根，贾英萍，等．婴幼儿呼吸道异物术后呼吸衰竭的

病因分析［Ｊ］．临床医药实践，２０２１，３０（５）：３５２－３５５．

［２０］ＢｈａｓｋａｒＢ，ＦｒａｓｅｒＪ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ｅｄｅｍａｒｅｖｉｓｉ

ｔｅｄ：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ＳａｕｄｉＪＡｎ

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１，５（３）：３０８－３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０４）

本文引用格式：姜岚，韩富根，许莹，等．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取出

术发生低氧血症的相关因素分析［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

志，２０２２，２８（３）：６－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

２０２２２２１１７

Ｃｉｔ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ＪＩＡＮＧＬａｎ，ＨＡＮＦｕｇｅｎ，ＸＵ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ａｉｎ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ＣｈｉｎＪ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Ｓｕｒｇ，２０２２，２８（３）：

６－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２２２１１７

·消息·

远程投稿、查稿系统启事

　　本刊采用远程稿件采编系统进行投稿、查稿等，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１．作者投稿：登陆在线投稿系统（中文版），按操作提示投稿。第一次需先注册，原则上不再受理邮寄稿

件和Ｅｍａｉｌ稿件。
２．稿件查询：使用作者注册用户名和密码，可查询作者稿件审理进程和费用信息等。
３．有关投稿要求，请登陆本刊网站浏览。本刊唯一指定官方网站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ｙｏｓｂｓ．ｃｏｍ

·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