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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镜联合ommaya囊置入治疗重症脑室铸型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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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脑室出血尤其是脑室铸型出血致死及致

残率较高，其死亡率高达 60%~91%[1]。对于危重症脑

室铸型患者，短时间死亡率极高。该病的传统治疗方

法主要为行脑室外引流术，术后持续引流并经脑室外

引流管注入尿激酶，对于重症及危重症脑室铸型患

者，并不能改善患者预后，还经常会出现并发感染、引

流管不通畅、血肿引流较慢、急性脑积水及引流时间

过长等问题。故早期清除脑室内血肿及短时间打通

脑脊液循环通路是改善患者预后的主要途径。近两

年我科采用神经内镜联合ommaya囊置入治疗危重症

脑室铸型患者，临床效果较好，现将其治疗效果和护

理方法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神经外科 2014年 1月

至 2015年 12月治疗的 18例重症脑室铸型患者，男性

12例，女性 6例，年龄 38~76岁，平均 61岁。术前均经

影像学资料证实为脑室铸型。术前意识障碍用格拉

斯哥评分(GCS)计算，3 分 1 例；3~5 分 6 例；6~8 分 11

例。术前1例双侧瞳散大至6.0 mm，呼吸弱，呈深昏迷

状态；病灶侧瞳孔散大6例，光反应消失；余11例瞳孔

正常或缩小，对光反应灵敏或迟钝。CT表现均为全脑

室铸型患者。

1.2 治疗方法 急诊科完善术前准备，送手术室

急诊手术；仰卧位，冠状缝前2 cm，中线旁开2.5 cm为

穿刺中心，切开头皮，颅骨钻孔后较常规扩大骨窗，约

2.0 cm剪开硬膜脑皮质电凝后用脑室穿刺针确定脑室

位置，沿穿刺道导入神经内镜，进行脑室内血肿清除

及反复冲洗，必要时经室间控进入三脑室，清除三脑

室内血肿组织；对侧用同样方法进行血肿清除；在神

经内镜直视下放置 ommya囊，并固定于皮下，常规行

头皮针穿刺 ommaya囊并接无菌引流装置，进行持续

外引流。手术结束后，17例患者再行气管切开术，1例

患者病情危重，无自主呼吸，留置气管插管。

2 结 果

1例患者术后无自主呼吸，予以机械通气维持呼

吸，于术后第3天出现中枢性循环衰竭死亡；无明显改

善5例，为迁延性昏迷；好转12例；17例患者中无一例

出现脑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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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护 理

3.1 术前准备及术中护理 完善术前检查，头部

备皮，向患者家属交代手术治疗的相关事项，消除家

属的恐惧心理，配合医生完成内镜的准备工作，辅助

医生摆放体位，做好术前核对；准备 7# 头皮针及

ommya囊及引流装置。

3.2 术后护理

3.2.1 常规护理 患者术后常规安置于神经外

科重症监护病房，过床时不易用力过猛，避免对患者

气道造成较大刺激，造成剧烈咳嗽，引起血压过高，导

致术后再出血；术后一般予以平卧，根据病情决定头

部抬高角度，予以吸氧，对于潮气量不足的患者予以

机械通气，呼吸机管道接放正确，记录医生调整的呼

吸参数，并注意呼吸机湿化是否打开等相关情况。

3.2.2 病情观察 患者术后病情观察是最主要

的一环，早期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及早干预能够显著

提高患者预后，甚至挽救患者生命。注意观察意识、

瞳孔大小、形态及光反应情况以及肢体活动情况，早

期一般每隔 15~30 min 测量患者的血压、呼吸、脉搏

等，并详细记录。如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有继续出

血的可能，报告医生，必要时及时复查头颅CT。

3.2.3 ommaya 囊护理 ommaya 囊的护理是术

后特别注意的：(1)引流装置的固定：一般 ommaya 囊

引流装置同脑室外引流装置，固定于高脑室平面

15 cm 的位置，可根据不同的情况按医生要求及时调

整；(2)头皮针的固定：一般选用7#头皮针穿刺ommaya

囊，并把头皮针固定于头皮上，患者头部移动或烦躁

患者，有头皮针脱出的可能，严密观察引流管引流情

况，如不通畅，是否由于头皮针脱落所致，必要时重新

更换；(3)保持引流通畅：严密观察引流装置的通畅情

况，避免引流管受压、扭曲及阻塞等情况，如发生不

畅，排除受压及扭曲的物理因素外，及时通知医生，更

换引流装置、冲洗或尿激酶脑室内注入等操作，并予

以配合完成相关操作；(4)引流量及引流液性状：尤其

是术后早期，需严密观察引流量及引流液性状，如引

出的为新鲜血性液，考虑有再出血的可能，及时通知

医生，行相关检查；(5)引流管及穿刺部位要波流相当

距离，不要过紧，避免搬动或患者烦躁时牵拉引流装

置，造成脱落；(6)保持穿刺部位清洁，减少污染，及时

消毒切口及穿刺部位，一般外引流时间较长，及时更

换敷料，避免感染。

3.2.4 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3.2.4.1 脑疝 脑室铸型患者术后主要风险为再

出血、原发病局部占位导致的脑水肿加重及脑积水，

两者都会加重患者病情，引起脑疝。脑疝早期处理能

够显著提高患者预后。术后定时观察引流管的位置、

高度、是否通畅，引流量、颜色及性状，密切观察神志、

瞳孔及肢体活动等情况，如出现昏迷进行性加重，瞳

孔变化，提示脑疝，及时告知医生，根据医生的判定，

及时处理。本组只有 1例患者出现瞳孔较前增大，意

识障碍加重，行CT复查为原发病灶水肿所致，予以加

用脱水治疗后好转。

3.2.4.2 颅内感染 本组患者无颅内感染发生；

一般发生颅内感染的主要原因为反复经脑室追药物

或引流装置堵塞后反复冲洗以及引流时间过长等[2]。

主要表现为高热及脑脊液性状改变等，行脑脊液常

规、生化及培养能够确诊，一旦患者出现持续高热，要

注意颅内感染的可能。本组患者全部采用ommaya囊

置入，较常规引流管，发生颅内感染的几率要低。

3.2.4.3 肺部感染 肺部感染是脑出血患者死亡

的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保持呼吸道通畅、翻身拍背、

吸痰、注意手卫生避免交叉感染能够减少患者肺部感

染的发生率。一旦患者出现肺部感染，按细菌学检

查，及早进行抗生素抗感染治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

的治愈率。本组患者均有气管切开，肺部感染出现 8

例，经抗感染治疗后治愈。

3.2.4.4 消化道出血及中枢性高热 本组病例由

于丘脑出血导致的脑室铸型占较大比例，丘脑出血常

并发消化道出血及高热，术后留置胃管，如胃管内引

流出咖啡色胃液，早期行胃肠减压，并予以抑酸、护胃

等治疗，患者出现高热，予以物理降温，必要时用冰毯

控温治疗，本组病例出现消化道出血 3例，高热 1例，

经治疗后好转。

4 小 结

脑室铸型致死致残率仍较高，对于神经外科医生

来说仍是难点，以往主要采用脑室外引流术、术中冲

洗及术后尿激酶脑室内注入等方法。术后患者如短

时间内脑脊液循环不畅，造成急性脑积水，发生脑疝，

危及生命，造成束手无策。近些年，随着内镜技术的

进步以及对疾病认识的增加，早期行血肿清除术、打

通脑脊液循环通路能够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患者的

预后[3]。近几年我们采用的神经内镜行血肿清除，并

行ommaya囊置入术，术后持续外引流，较常规放置脑

室外引流管，引流时间长，可以随时穿刺引流，如突发

积水情况，可以随时穿刺引流，具有操作方便、感染率

低等特点，术后严格按照神经外科护理规范，严密观

察患者病情变化，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改善患者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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