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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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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发生与多种疾病有关，疾病的形成、进展以及治疗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血流动

力学改变表现出来。比如近几年来，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被应用在了对心功能不全、高血压、危急重症、呼吸系

统疾病、小儿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中。本次研究中详细地综述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临床应用中的具体进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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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hemodynamic alterations i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diseases, and the formation, progression, as 

well as treatment of these disorders can largely be manifested by hemodynamic alterations.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noninvasive 
hemodynamic monitoring has been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cardiac insufficiency, hypertension, critical illness,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pediatric diseases. Specific advances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noninvasive hemodynamic monitoring are 
reviewed in detail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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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血流动力学监测技

术及设备也已经逐渐走向了无创化发展道路。有大量的

研究结果显示，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与有创血流动力学

监测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都是能够有效实现血流动

力学指标监测的有效方式 [1]。但是也有研究人员发现，

患者在进行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的过程中，由于操作比

较复杂，对患者造成的创伤比较大，引发的并发症较多，

导致患者的住院时间延长。相比较而言，无创血流动力

学监测发挥出了较好的作用 [2]。近些年来应用比较多的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方式为阻抗微分心动图，这种方式

的基本应用原理为胸腔阻抗法，指的是生物组织的阻抗，

会随着相应的体积变化而出现明显的变化，心脏的收缩

与舒张会造成血流量出现变化，而主动脉的容积则会随

着血流量的变化而变化，生物组织阻抗也会随着血流量

变化不断变化。

1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的应用

心力衰竭在心内科住院患者中比较常见，指的是心

脏结构及功能出现异常，导致心排出量降低，周围器官

发生低灌注、淤血等。患者的病情比较严重，预后较差。

此类患者极易发生血流动力学紊乱，采用有创血流动力

学监测极易引发心律失常、感染、血栓等风险。采用无

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不但重复性好、操作简单，并且安全

性比较高，能够对治疗效果进行准确评估 [3]。临床上对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的主要指标就

是心功能分级 [4]。毕晓锋 [5]等人在研究中选取了急性

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给对照组实施了对症治疗，

给研究组在且治疗前后都进行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治疗人员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了用药，促进了患者血

流动力学及心功能的改善，保证了治疗的有效性。进一

步提示对心力衰竭患者实施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能够

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指导 

依据。

梁栋良 [6]在研究中发现，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仪用于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检测中，根据美国纽约心脏

病学会分级标准将 5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分成了Ⅰ级

（8例）、Ⅱ级（10例）、Ⅲ级（16例）、Ⅳ级（16

例），对其均行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气心功能后发现，

随着心功能分级的不断增加，患者心输出量、心排血指

数、每搏做功指数、左心室射血时间不断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5），但是各级患者射血前期、心率、

舒张压、收缩压、平均动脉压等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并且随着心功能分级的不断增加，患者

的心搏量、每搏外周阻力逐渐降低，收缩时间比逐渐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采用无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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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力学监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能够为临床治

疗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效果较好。盛英杰 [7]等人在

就研究中，选取了 44类不典型心力衰竭老年患者和 44

例典型心力衰竭患者，对其均实施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

后发现，两组患者心率、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但是典型心力衰竭患者心排血量、

心脏指数、每搏输出量、每搏指数均更低，而胸腔液体

量、血浆 N端脑力钠肽前体等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临床治疗人员根据此结果给患者

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效果较好。临床上对不典型

心力衰竭患者实施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通过准确监测

患者各项心功能参数的变化情况，能够对患者心脏功能

的变化情况进行准确评估 [8]。储莉 [9]等人在研究中也发

现，对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应用新活素治疗前后，采用无

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仪对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情况进行

监测，能够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

2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高血压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对于妊娠期

女性而言，高血压也是比较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如果

未能及时接受有效的治疗，极易造成胎盘早剥、多器官

功能衰竭等，导致孕妇及新生儿的危险因素增加 [10]。

王晓君 [11]在研究中也深入的分析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

测对妊娠期高血压精准控制的有效性，其认为通过无创

血流动力学监测，能够及时明确妊娠期女性 RI、PI、

SV、DV、S/D、TVM等指标参数，能够帮助临床治疗

人员选择合理的降压药物。

3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呼吸系统疾病也在临床上比较常见，任訾娟 [12]等

人在研究中，通过了回顾性分析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不同

心功能分级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进

行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监测结果为有效改善心组织

的灌注情况以及呼吸系统症状提供了可靠的指导依据。

比如治疗人员能够根据患者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情况

进行有效的液体复苏治疗，并且在血管扩张药物、利尿

剂等药物的选择上也更加合理，避免了盲目进行液体复

苏治疗引发的风险，有效的提高了治疗的有效率。

4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危急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危急重症患者病情比较严重，大部分患者同时合

并低血容量性休克现象，早期对其实施液体复苏治疗

能够有效纠正患者的休克症状，但是同时，如果进行

麻木的液体复苏不但达不到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增

加心脏负荷，从而增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病率
[13]。应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则能够为有效的进行液体

复苏治疗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马蓉 [14]等人在研究中对照组危重患

者实施了常规监护，给观察组危重患者实施了无创血

流动力学监护，为液体复苏治疗提供指导依据，结果

发现，观察组复苏治疗后心率、SVR均低于对照组，

MAP、CO、SV等较对照组高（P＜ 0.05），且与对

照组相比较，观察组复苏成功率更高，死亡率更低，

（P＜ 0.05）。进一步提示，对于危急重症患者实施无

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能够为液体复苏治疗提供可靠的指导

依据。在对危急重症患者实施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时，

监测人员注意检测前要将电极片正确的放在经过清洁后

的皮肤表面，保证其能够充分的粘附于患者的胸部、颈

部等部位，监测过程中如果发现患者出现躁动或者剧烈

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停止，根据监测结果要对输液量

以及输液的速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检监测结果的 

准确性 [15-16]。

5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小儿疾病中的应用

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的血容量本来就比较少，

加上部分器官发育不完善，机体调节系统功能发育不完

善，从这方面来看，血液净化的危险性也就明显增加，

应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则能够有效帮助临床治疗

人员随时了解患儿治疗过程中血流动力学的变化状态，

从而为有效降低血液净化患儿出现并发症提供可靠的指

导依据，进一步提高了血液净化的治疗效果 [17、18]。

陈源浩 [19]等人在研究中给对照组在 ICU治疗的脓毒性

休克患儿未实施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对干预组实施了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结果发现，虽然在液体复苏 6小

时后两组患儿心率、乳酸、剩余碱以及尿量等方面无统

计学差异（P＞ 0.05），但是在液体复苏 12小时后，

干预组乳酸含量降低，在液体复苏 24小时后，两组各

指标则出现了明显的差异（P＜ 0.05）。并且还发现，

干预组治疗后 12小时 CO、CI、SVR、SV、SVRI、HR

及MAP则与治疗前相比较有明显改善，治疗 24小时

后各指标与治疗 12小时后相比较又有明显改善。这一

结论进一步证实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脓毒性休克患

儿中的应用优势，敏感度及准确性都比较高，能够为个

性化治疗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郭亮 [20]等人在研究中

共选取了 46例感染性休克患儿，给其中的 23例（对照

组）实施了常规治疗，给另外的 23例（研究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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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了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指导液体

复苏治疗，结果发现，研究组治疗 6h后其尿量增多、

ph值升高，但是呼吸频率、乳酸水平以及心率均降低

（P＜ 0.05），与治疗 1h相比较，治疗 6h后各项指标

发生了明显的改善，治疗人员根据此积极调整了用药治

疗的方向，临床治疗效果明显提升。进一步提示，对

新生儿感染性休克患儿采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及各

项参数的变化情况，能够为液体复苏治疗提供可靠的 

依据。

6 结束语

总之，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近年来受到了各医学工

作者的高度重视，这种方式能够为临床进行多种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但是在经过多次应用

后发现，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对于一些体型比较特殊、高血压病情程度比较严重、

主动脉关闭不全、婴幼儿一些疾病的治疗中应用价值比

较低，准确性相对比较差。各医护人员应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合理的选择血流动力学监测的方式，保证治疗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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