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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外循环技术的诞生和进步为现代心血管外科

奠定了基础。 我国体外循环技术发展的早期，苏鸿

熙等老一辈心血管外科先驱们在人工心肺机、氧合

器等体外循环产品的研发及体外循环技术的实施和

改进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经历了 ６８ 年发展历

程的体外循环技术，从血泵、氧合器等体外循环设备

和装置，到人工材料的生物相容性、体外循环监测和

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复杂和

危重心脏病患者得以接受了外科治疗，高龄患者和

低体重患儿也获得了外科手术机会。 从体外循环衍

生出来的体外膜氧合技术也为心肺功能衰竭的抢救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体外循环技术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其非生理

性对血液系统和通过血液系统对全身导致的损伤风

险，一直以来都是心血管外科手术安全的重大隐患。
随 着外科技术的进步，部分心血管外科手术为避免

体外循环可能存在的问题，采用了非体外循环下手

术。 据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的资料

显示［１］，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我国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

占心血管外科手术的比例呈连续 １１ 年下降表现

（图 １）。 需要更为关注的是，随着介入技术的不断

成熟，近十年来临床上针对涵盖先天性心脏病、瓣膜

病、冠心病、主动脉病变等几乎所有传统心血管外科

疾病都出现了非体外循环下新的治疗手段［２］，体外

循环和心血管外科正共同面临着体外循环技术诞生

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目前大部分心血管外科手

术仍采用体外循环技术的情况下，尽可能完善现有

体外循环技术，避免或减轻体外循环相关损伤，是心

血管外科和体外循环的重要课题，也是心血管外科

微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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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心外科相关的体外循环主要问题

基于目前我国心血管外科发展现状，高质量的

体外循环和心肌保护是提高当前心血管外科手术质

量的必要和可行措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著名

心血管外科医生美国伯明翰大学医院前心外科主任

Ｊａｍｅｓ Ｋｉｒｋｌｉｎ 教授在对体外循环技术展望时指出：
现代心脏外科的进步面临两大主要障碍是时有发生

的体外循环意外和心肌保护不能获得满意和稳定的

效果［３］。 虽然体外循环和心肌保护技术有了相当

的进步，但体外循环的非生理性、临床实施过程中的

安全隐患和尚存的技术缺陷以及心肌保护存在的众

多不确定因素等，仍是当下心血管手术质量进一步

提升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对复杂、重症患者和低体重

婴幼儿心血管外科手术更为明显。 对血液及凝血系

统的影响、全身炎症反应、体外循环意外等与体外循

环密切相关的因素在外科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对患

者预后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为减少体外循环在实

施过程中出现意外及尽可能降低与体外循环相关的

并发症的发生率，急需要根据我国现有条件对体外

循环技术的实施进行规范。
心血管外科在我国的发展并不均衡，长期以来

年手术量低于 １００ 例的单位占开展心血管外科手术

单位的一半以上（图 ２）。 基层医院的体外循环技术

水平与大的心血管中心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新技术

应用也存在滞后与不规范。 为提高我国心血管外科

的整体水平，需要对临床使用的体外循环技术进行

规范并进行及时的更新。 各医疗机构或手术团队更

应该建立和严格执行适合本单位的基于体外循环专

业技术标准的工作流程。

２　 心血管外科对体外循环的期盼

通过建立、实施和不断完善我国的体外循环专

业技术标准，规范体外循环技术的临床使用，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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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体外循环在心血管外科手术的占比（％）

图 ２　 中国年体外循环手术量少于或等于 １００ 例和 ５０ 例的医院比例（％）

条件下充分发挥体外循环技术的优势。 将基于体外

循环专业技术标准的质控和持续质量改进作为体外

循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对单位和灌注师

体外循环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
体外循环作为一个与患者生命密切相关的一门

专业技术，灌注师需要接受充分和规范的理论和实

践培训，通过体外循环专业技术标准的实施，加强心

血管外科手术团队合作，一方面保证手术流程的畅

顺，另一方面减少心血管手术过程中体外循环相关

不明朗因素或体外循环安全意外对心血管外科手术

质量控制的影响。
在积极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不断

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用循证医学的方法，优化我国

的体外循环技术。 近年来，国外体外循环产品开发

步伐有所放缓，以及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可能对我

国越来越多限制，应加强国产体外循环产品的开发

及质量改进。

期盼《中国体外循环专业技术标准》的颁布和

实施为我国心血管外科的手术质量提高和保持心血

管外科在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中的竞争力发挥积极

作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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