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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总结小儿心脏术后体外膜氧合（ＥＣＭＯ）的使用趋势及不同适应证下生存情况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

析本中心心胸外科数据库，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先天性心脏病术后进行静脉－动脉 ＥＣＭＯ 辅助的 １１７ 例患儿，根
据适应证分为三组（心脏术后综合征组、心肺衰竭组及心脏骤停组）。 结果　 心脏术后 ＥＣＭＯ 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９ 年间死亡率从 ７５．０％降至 ４６．２％。 其中心肺衰竭组死亡率下降最明显，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９ 年间死亡率从 １００％降至 １４．３％。 因

心脏术后综合征接受 ＥＣＭＯ 支持的患者年龄大、体外循环时间长、Ⅱ期及以上手术比例高。 手术室中安置 ＥＣＭＯ、ＥＣＭＯ 开始

时间及持续时间对死亡率无影响（ Ｐ ＞０．０５）。 死亡组中持续肾替代治疗上机率较高、成功撤机率较低（ Ｐ ＜０．０５）。 结论　
ＥＣＭＯ 在先天性心脏病术后的使用是有效的，但学习曲线较长且不同适应证学习曲线不同。 因此，针对不同适应证建立不同

的指导方针，提高 ＥＣＭＯ 后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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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１］。 最常见的适应证包括暴发性心肌炎［２］、心
脏移植后［３］ 或心脏手术后［４］。 尽管在设备的质量

和 ＩＣＵ 的整体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由于缺

乏成熟的经验，ＥＣＭＯ 后的严重并发症或死亡仍较

多［５－８］。 目前我国关于 ＥＣＭＯ 在儿童中应用的总结

尚较少，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描述在本中心儿童心脏

术后使用 ＥＣＭＯ 的趋势，并总结不同适应证下生存

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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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

胸外科数据库，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先

天性心脏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术后进

行静脉－动脉（ｖｅｎｏ－ａｒｔｅｒｙ，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

１１７ 例。 ２０１６ 年安置 １６ 例，２０１７ 年安置 ３０ 例，２０１８
年安置 ３６ 例，２０１９ 年安置 ３９ 例。 根据体外生命支

持组织在 ２０１８ 年所发布的儿科心力衰竭指南中所

提出的适应证［９］，将患者分为三组。 组 １：心脏术后

综合征，包括心脏手术后未能脱离心肺转流（ 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ＣＰＢ）、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征

（低心排）等；组 ２：心肺衰竭，包括肺动脉高压、心肌

病、顽固性心律失常及脓毒血症等；组 ３：心脏骤停，
心脏骤停经传统心肺复苏（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无效者。
１．２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方法及患者管理　 根据本科

既往经验［１０］，ＥＣＭＯ 的辅助和管理均由心外科医

师、ＩＣＵ 医师、体外循环医师共同决定。 所有 Ｖ－Ａ
ＥＣＭＯ 建立均受专业培训的 ＥＣＭＯ 小组成员进行置

管安装。 患儿 ＥＣＭＯ 期间的辅助流量、血管活性药

物、血流动力学的维持、容量管理、抗凝管理、抗菌药

物的应用及撤机时机均由三方医师共同决定。
１．３　 相关定义

１．３．１　 手术分期 　 Ⅰ期手术指首次进行心胸外科手

术；Ⅱ期及以上手术指因同一疾病进行的二次手术，包
括因残余解剖问题及术后远期并发症所进行的手术。
１．３．２　 起始时间 　 指手术结束后至 ＥＣＭＯ 安置的

间隔时间。
１．３．３ 　 持续时间　 指 ＥＣＭＯ 安置至 ＥＣＭＯ 撤离的

间隔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绘图及 ＳＰＳＳ
２５．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和四分位间距［Ｑ（Ｑ１，Ｑ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ｎ（％）］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临床资料　 心脏术后接受 ＥＣＭＯ 支持一

共有 １１７ 名患儿，其中因发生心脏术后综合征 ６３ 例

（５３．８％），因心肺衰竭 ３０ 例（２５．６％），因心脏骤停

行 ＣＰＲ 后无效 ２４ 例（２０．６％）。 因心脏术后综合

征接受的患者中包括 ３２ 例术中脱离 ＣＰＢ 困难和

３１ 例术后发生低心排的患者。 因心肺衰竭接受

的患者中包括 ６ 例肺高压危象、１９ 例心律失常、４
例呼吸衰竭及 １ 例代谢紊乱者。 表 １ 为按适应

证分组进行的患者人口学资料统计。 结果显示，
因心脏术后综合征接受 ＥＣＭＯ 支持的患者 ＣＰＢ
时间长（ Ｐ ＜０．００１），手术分期为Ⅱ期及以上的比例

高（ Ｐ ＝ ０．００２）。 患者年龄略大，但未见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１２９）。
２．２　 ＥＣＭＯ 使用情况　 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９ 年 ＥＣＭＯ
的使用人数增长了 ２２５％，而死亡率降低 ２８．８％（图
１）。 在所有适应证中，因心脏骤停接受 ＥＣＭＯ 安置

的增幅最大，而因心脏术后综合征和心肺衰竭接受

安置的患者分别增加 １４４．４％和 １３３．３％。 反观各适

应证所对应的死亡率趋势，因心肺衰竭接受 ＥＣＭＯ 者

的死亡率下降最明显，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０％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４．３％（ Ｐ ＝０．０２１）；而因心脏术后综合征和心脏

骤停 ＥＣＭＯ 安置的死亡率波动不明显（图 ２）。

表 １　 按适应证分组的患者人口学资料统计

项目 心脏术后综合征（ｎ＝６３） 心肺衰竭（ｎ＝３０） 心脏骤停（ｎ＝２４） Ｐ 值

年龄（ｄ） １９８（４２，１ １９６） ７６（２３．５，２０６．５） ８６（９．５，２２０） ０．１２９

　 　 男 ／ 女 （ｎ） ４０ ／ ２３ １７ ／ １３ １１ ／ １３ ０．３２３

体重（ｋｇ） ６０（４．０，１２．７） ４８（３．５，６．１） ４０（３．７，６．２） ０．０４８

身长（ｃｍ） ６９．８±２５．８ ６１．５±１８．４ ６６．２±２５．８ ０．３２１

ＲＡＣＨｓ－１（级） ３．１±１．１ ２．９±１．２ ２．６±１．０ ０．１１０

ＣＰＢ 时间（ｍｉｎ） ２２２．５（１５０．３，３４８．５） １４５（６９．５，２５２．５） １３１（７７，１５１） ＜０．００１

ＡＣＣ 时间（ｍｉｎ） ８８（６７，１２４．５） ６７（３７，９０） ７１（５４．５，８９．５） ０．０１

手术分期 ０．００２

　 　 Ⅰ期 ｎ（％）］ ４０（６３．５） ２８（９３．３） ２１（８７．５）

　 　 Ⅱ期及以上 ［ｎ（％）］ ２３（３６．５） ２（６．７） ３（１２．５）

　 注：ＲＡＣＨｓ－１：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评级；ＣＰＢ：心肺转流；ＡＣＣ：主动脉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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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ＥＣＭＯ 使用和死亡率的总体趋势

图 ２　 按适应证分类的死亡率趋势

２．３　 ＥＣＭＯ 安置情况　 表 ２ 为 ＥＣＭＯ 安置的预后情

况分析。 是否在手术室中安置 ＥＣＭＯ、ＥＣＭＯ 开始时

间、以及持续时间对死亡率无影响（ Ｐ ＞０．０５）。 死亡

组中持续肾替代治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ＲＲＴ）上机率较高、成功撤机率较低，而 ＩＣＵ
时间、住院时间均低于存活组（ Ｐ ＜０．０５）。

表 ２　 ＥＣＭＯ 安置的预后情况

项目
存活

（ｎ＝５４）
死亡

（ｎ＝６３）
Ｐ 值

ＥＣＭＯ 安置点 ０．３３１

　 手术室［ｎ（％）］ ２６（４８．１） ３６（５７．１）

　 监护室［ｎ（％）］ ２８（５１．９） ２７（４２．９）

起始时间（ｈ） １７（０，３５） ４（０，１９．５） ０．０７３

持续时间（ｈ） ８６（６５，１１９） ９０．５（４６．７５，１４４） ０．７６４

ＣＲＲＴ 辅助［ｎ（％）］ ８（１５．１） ２３（３６．５） ０．００９

成功撤机［ｎ（％）］ ５４（１００） １６（２５．４） ＜０．００１

撤机后住院时间（ｄ） ２９（２０，４３） １（０，４） ＜０．００１

术后监护室时间（ｄ） ２１（１５，２５） ７（５，１２） ＜０．００１

住院时间（ｄ） ３８（３１，５３） １３（８，１８） ＜０．００１

　 注：ＣＲＲＴ：持续肾替代治疗；ＥＣＭＯ：体外膜氧合

３　 讨　 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ＥＣＭＯ 技术在成年人中的应

用有了显著的增长，并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ＥＣＭＯ 早期较多使用在新生儿呼吸衰竭病例，由于泵

和氧合器的发展，加上围手术期管理的改进，ＥＣＭＯ
在小儿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新生儿［１１－１３］。 本研究中

回顾总结了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

胸外科因 ＣＨＤ 术后安置 ＥＣＭＯ 的情况，并分析不同

适应证下的变化趋势。 总的来说，因心脏术后综合

征接受 ＥＣＭＯ 支持的患者 ＣＰＢ 时间长，手术分期为

Ⅱ期及以上的手术比例高；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９ 年 ＥＣ⁃
ＭＯ 的使用数增加了 ２２５％，而死亡率降低 ２８．８％，其
中因心肺衰竭接受者的死亡率下降最明显。

根据文献报道［８］，ＥＣＭＯ 在 ＣＨＤ 患者中最常见

的是用于术后各种原因造成的心输出量下降，其中

以心脏手术后未能脱离 ＣＰＢ、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

征最多。 通常复杂 ＣＨＤ 手术需要长时间的 ＣＰＢ 支

持，而长时间的 ＣＰＢ 暴露，促使心肌损伤的加重，心
功能通过简单的强心治疗并不能恢复，最终导致脱

机失败。 然而，ＥＣＭＯ 可以使心室有时间恢复功能，
维持适当的器官灌注，得以改善患者临床预后。 因

此，术中难以脱机的患者及时的 ＥＣＭＯ 辅助有益于

术后的恢复。 既往研究表明，缺血再灌注的心肌损

伤在再灌注后 ８ ｈ 后达高峰，因此长时间 ＣＰＢ 术后

低心排血量综合征发生率高，较轻的低心排血量综

合征通过适当的正性肌力药物治疗后可恢复。 但若

予以正性肌力药物治疗后患者仍表现为尿少、代谢

性酸中毒和低混合静脉饱和度，这些患儿可以选择

性地进行 ＥＣＭＯ 支持循环。 因此，对于 ＣＰＢ 时间

长、术后正性肌力药物效果不佳者应及时判断患儿

病情，及时予以 ＥＣＭＯ 治疗。
虽然 ＥＣＭＯ 用于心脏支持在儿童人群中的应用

越来越多，但是其死亡率仍较高。 文献中报道的出

院总死亡率基本保持不变，平均约为 ６０％［８，１３－１６］。
本研究中整体死亡率（５３．８％）与文献相仿。 但根据

ＥＣＭＯ 使用和死亡率的年度趋势可以看出，在使用

情况每年递增的情况下，本中心的死亡率呈不断下

降的趋势，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死亡率降低 ２８．８％。 从

图 ２ 的变化曲线可以发现，心肺衰竭后接受 ＥＣＭＯ
治疗的死亡率下降最为明显，而因心脏术后综合征

及心脏骤停接受治疗的死亡率波动不明显。 心肺衰

竭组的使用数量增加反映了该技术在各种导致心脏

衰竭及呼吸衰竭疾病中的广泛应用。 同时，２０１６ 年

心肺衰竭组 １００％的死亡率与 ２０１６ 年该组病例少有

关。 但至 ２０１９ 年死亡率已降至 １４．３％，明显低于体

外生命支持组织数据中的 ３７．２％［８］。 本研究中该组

病例主要包括术后肺动脉高压和顽固性心律失常。
一些复杂 ＣＨＤ 的患儿，容易在术后出现肺血管阻力

的突然和严重升高，加上 ＣＰＢ、低温和缺血期的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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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导致进一步恶化，最终表现为肺高压危象。 虽

然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适当的镇静和肺血管扩张使

用吸入性一氧化氮或其他药物成功维持［１７］，但一些

有持续的肺高压危象和右心衰竭的患者可受益于

ＥＣＭＯ 支持。
自 １９９２ 年，首次发表了 ＥＣＭＯ 应用于儿科 ＣＰＲ

的报告后，小儿体外 ＣＰＲ（ＥＣＭＯ ＣＰＲ， ＥＣＰＲ）呈指

数增长［１８］。 同时，与传统 ＣＰＲ 相比，ＥＣＰＲ 已被证

明与改善儿童住院心脏骤停的存活率有关［１１］。 据

文献报道，ＥＣＰＲ 支持后存活率为 ３４％ ～ ７３％［１９－２０］。
本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随着时间推移报告的 ＥＣＰＲ
病例数量增加，但出院前的总存活率稳定为 ６０％。
２０１８ 年体外生命支持组织的指南中表明，ＥＣＰＲ 比

选择性安装 Ｖ－Ａ ＥＣＭＯ 的患者预后差，并且由于潜

在心脏病理导致的心脏骤停患者的预后优于非心脏

原因导致的心脏骤停患者［９］。 同时，ＥＣＰＲ 的成功

需要团队的配合、插管位置、ＥＣＰＲ 开始的时间及持

续的时间的把握和 ＥＣＭＯ 的及时启动［１８］。 因此，识
别潜在的存有心脏病理的患者，并且加强团队的培

训，形成一个能够快速部署的 ＥＣＭＯ 团队有助于

ＥＣＰＲ 的成功率。
总之，随着技术的发展及经验的积累，ＥＣＭＯ 后

死亡率逐年下降。 由于 ＥＣＭＯ 的成本很高，需要有

经验的技术支持，因此，ＣＨＤ 患儿术后应用 ＥＣＭＯ
辅助时要把握好适应证。 针对不同适应证的儿童建

立相适应的指导方针进行 ＥＣＭＯ，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该技术的效益。

参考文献：

［１］ Ａｉｅｌｌｏ ＳＲ， Ｆｌｏｒｅｓ Ｓ， Ｃｏｕｇｈｌｉｎ Ｍ， ｅｔ ａｌ ．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ｕ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Ｊ］ ．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 Ｅｐｕｂ ａ⁃
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

［２］ Ｏｌｓｅｎ Ｊ， Ｔｊｏｅｎｇ ＹＬ， 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 Ｊ， ｅｔ ａｌ ．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
ｔ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２０．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

［３］ Ｃｈｏｐｓｋｉ ＳＧ， Ｍｏｓｋｏｗｉｔｚ ＷＢ，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ＲＭ， ｅｔ ａｌ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Ａｒｔｉｆ Ｏｒｇａｎｓ， ２０１７， ４１（１）： Ｅ１－Ｅ１４．

［４］ Ｈｅｒｒｕｐ ＥＡ， Ｙｕｅｒｅｋ Ｍ， Ｇｒｉｆｆｉｓ ＨＭ， ｅｔ ａｌ ．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ｏｓｔｃａｒ⁃
ｄｉｏｔｏ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２０， ２１（１１）： ｅ１０２０－ｅ１０２５．

［５］ Ｓｔｒａｕｂｅ Ｔ， Ｃｈｅｉｆｅｔｚ ＩＭ，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ＫＷ．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 ． Ｃｌｉｎ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 ２０２０，
４７（３）： ６７１－６８４．

［６］ Ｃｈａｏ ＢＫ，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ＮＨＰ， Ｌｉｍ ＪＭ， ｅｔ ａｌ ．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ｖｏｌ⁃
ｕ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ｖｅｎｏａｒ⁃

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２０， ２１（８）： ７３８－７４５．

［７］ Ｇｈａｌｅｂ Ｓ， Ｔｈｉａｇａｒａｊａｎ ＲＲ， Ｃｏｏｐｅｒ ＤＳ， ｅｔ ａｌ ．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ｅｄｉ⁃
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ｓｕｐｒ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 Ｊ ］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２０， ２１（８）： ｅ５４７－ｅ５５６．

［８］ Ｓａｎａｉｈａ Ｙ， Ｋｈｏｕｂｉａｎ Ｊ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ＣＧ， ｅｔ ａｌ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ｏｒｔａｌ⁃
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 ． Ｐｅｄｉａｔ⁃
ｒｉｃｓ， ２０２０， １４６（３）： ｅ２０１９３５６４．

［９］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ＭＩ［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ｌｓｏ． ｏｒｇ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ｓｐｘ，

［１０］ 于新迪，杨寅愉，沈佳，等．体外膜肺氧合在新生儿复杂先天性

心脏病术后救治中的效果分析［ Ｊ］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８，
１６（１）：７－１１．

［１１］ Ｂａｒｂａｒｏ ＲＰ， Ｐａｄｅｎ ＭＬ， Ｇｕｎｅｒ ＹＳ， ｅｔ ａｌ ．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
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Ｊ］ ．
ＡＳＡＩＯ Ｊ， ２０１７， ６３（４）： ４５６－４６３．

［１２］ Ｆｏｒｄ ＭＡ， Ｇａｕｖｒｅａｕ Ｋ， ＭｃＭｕｌｌａｎ ＤＭ， ｅｔ ａｌ ．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
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ｄａｔａ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１６， １７（９）： ８６０－８７０．

［１３］ Ｓａｎａｉｈａ Ｙ， Ｂａｉｌｅｙ Ｋ， Ｄｏｗｎｅｙ Ｐ， ｅｔ ａｌ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Ｊ］．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１９， １６５（２）： ３８１－３８８．

［１４］ Ｐｕｎｎ Ｒ， Ａｘｅｌｒｏｄ ＤＭ， Ｓｈｅｒｍａｎ－Ｌｅｖｉｎｅ Ｓ， ｅｔ ａｌ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ｏｒ⁃
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ｖｅｎｏ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
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１４， １５（９）： ８７０－８７７．

［１５］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Ｌ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ｌｓｏ．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ｓｐｘ

［１６］ Ｌｏｒｔｓ Ａ， Ｅｇｈｔｅｓａｄｙ Ｐ， Ｍｅｈｅｇａｎ Ｍ， ｅｔ ａｌ ．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ｓ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Ａ ｒｅ⁃
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
ｔｏ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Ｊ］ ． Ｊ 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２０１８， ３７（１）： ５４－６０．

［１７］ Ｈｕａｎｇ ＳＴ， Ｘｕ Ｎ， Ｓｕｎ ＫＰ， ｅｔ ａｌ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ｅｐｒｏｓｔｉｎ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
ｌ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ｌｅｆｔ ｈｅａｒｔ 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

［１８］ Ｅｓａｎｇｂｅｄｏ ＩＤ， Ｂｒｕｎｅｔｔｉ ＭＡ，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ＦＭ， ｅｔ ａｌ ．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ｘ⁃
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２０， ２１（１０）： ｅ９３４－ｅ９４３．

［１９］ Ａｌｌｅｎ ＫＹ， Ａｌｌａｎ ＣＫ， Ｓｕ Ｌ， ｅｔ ａｌ ．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
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Ｓｅｍｉｎ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 ２０１８，
４２（２）： １０４－１１０．

［２０］ Ｔｏｒｒｅｓ－Ａｎｄｒｅｓ Ｆ， Ｆｉｎｋ ＥＬ， Ｂｅｌｌ ＭＪ， ｅｔ ａｌ ．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１８， １９（５）： ４５１－４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２６）　 　
（修订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８５１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第 １９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Ｃ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３ Ｊｕｎｅ ２８， ２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