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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休克早期容量治疗是否需要个体化 

黄青青 

近日，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提 

出了《成人严重感染与感染性休克血流 

动力学监测及支持指南》(草案)。该指南 

对临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旨在通过 

临床实践探索规范的诊断手段和规范的 

治疗方案。指南就早期复苏、液体治疗提 

出了推荐性的意见，值得临床医师认真 

考虑 。 

1 早期复苏 

1，1 早期复苏目标：一旦严重感染诊断 

确立，应尽快进行积极的液体复苏，力争 

在 6 h内(黄金时间)达到复苏目标，即： 

中 心 静 脉 压 (CVP)8～12 mm Hg 

(1 mm Hg一0．133 kPa)；②平均动脉压 

(MAP)≥65 mm Hg；③ 中心静脉或混 

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z或 SvOz)≥ 

0．70；④尿量≥0．5 ml／h。早期目标导向 

治疗可以改善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的 

预 后，该结 论 源 于 River等 2001年 

(N Engl J Med)组织 的一项随机 、对照 、 

单中心严重感染早期目标治疗的研究结 

果。研究对 263例入住急诊科的严重感 

染患者分为常规治疗组和早期 目标治疗 

组，结 果显示 ：若能在发生严重感染的 

6 h内达到复苏 目标，28 d病死率能从 

49．2 降到 33．3 ，60 d病死 率能从 

56．9 降到 44．3 。这一令人欣喜的结 

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2 实现目标的步骤：首先应积极进行 

容量复苏，对于疑有低容量严重感染的 

患者，应快速补液，即在 30 rain内输入 

500～1 000 ml晶体液或 300～500 ml 

胶体液，同时观察患者的反应性(血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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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量)和耐受性(血容量的变化)来决定 

是否再 次给予快 速补液。输液复苏后 

MAP仍低于 65 ITlm Hg，使用血管活性 

药物维持血压到 65 mm Hg，如 MAP> 

90 mm Hg，给予血管扩张药物维持到 

90 mm Hg或低于此值。若 CVP达到 

8～12 mm Hg，ScvO 2仍低于 0．70，输注 

红细胞使血细胞比容升到 0．30，或给以 

多巴酚丁胺以达到复苏目标。 

1．3 终点目标：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 

的循环衰竭主要表现为容量严重不足、 

外周血管扩张、心肌抑制和代谢亢进，导 

致组织氧供和氧耗的不平衡。与常规治 

疗 目标不同，早期目标导向治疗就组织 

代谢指标而 言，是 以 ScvOz或 SvOz≥ 

0．70为目标，主要考虑了临床可操作性 

和可行性 ，尤其是在 ScvOz<0．65时与 

Sv0：有很好的相关性。MAP和尿量则 

分别反映重要器官和内脏的灌注指标。 

2 早期容量治疗存在的问题 

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存在着相对 

和绝对的容量不足，这种容量不足可以 

是明显的丢失，或血管扩张以及血管内 

皮屏障破坏致大量液体渗漏所致。临床 

可见前负荷和心排血量下降，引起组织 

灌注不足及氧合障碍。早期容量目标治 

疗的结果是可喜的，但选择什么样的液 

体来复苏是有争论的。由于多年来研究 

设计中，对选择患者、容量替代 目标、终 

点 目的及液体的类型等都不一致，使复 

苏液体 的选择一直存有争议。2004年 

3月在 24届国际危重病和急诊会议上 

报告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完成的生理盐 

水和白蛋白容量复苏的评估研究，这是 

一 个包括 了 16个重症加强治疗 病房 

(ICU)7 000例危重患者的多中心、双 

盲、随机对照研究，两组患者血压和心率 

无明显差异；机械通气时间和肾脏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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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间差异均无显著性；28 d病死率 

分别为 20．9 和 21．1 ，差异也无显著 

性。由于各种原因，常很难制定出使用复 

苏液体的标准方法，临床实际抢救中也 

很难遵循。 

在容量复苏的监测中，目前 尚无一 

种仪器能精确评估血容量和组织灌注， 

准确证明液体的不足和过负荷，也不能 

准确指导液体复苏的速度。而早期容量 

治疗往往需要大容量、正平衡。如何根据 

不同感染性休克患者有效循环血容量降 

低的程度来补足液体，临床上是很难区 

分这种差异 的。 

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患者的病情 

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决定了指南的推荐 

意见不能替代医师的临床决策能力和个 

人的智慧。 

早期容量治疗中ScvOz作为早期组 

织灌注的终点 目标写入指南，但在进入 

ICU继续复苏的过程中，它是否还是一 

个适合的指标仍有争论。近期研究结果 

显示，休克早期 ScvO：和 SvOz通常降 

低，此时 ScvOz与 SvOz有较好 的相关 

性，因此在急诊科用于判断休克是较好 

的指标。但在 ICU，尤其在血管活性药物 

的使用下，肾、脾、肠道等低灌注的血液 

流向心脏，导致 SvOz明显低于 ScvOz， 

因此 ScvO：在 ICU 对感染性休克复苏 

期间不能完全代替 SvOz。 

综上所述，在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复 

苏中树立“容量第一”的概念和建立规范 

的治疗方案是必须的，由于多种原因及 

医疗发展的局限性，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必然存在患者个体差异和医师间认识的 

差异，决定了实施统一治疗方案的难度。 

但这并不影响对总体标准治疗的执行。 

随着指南的不断实践和修改，许多临床 

面临的问题将会得到不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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