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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危重症的抢救在临床中是非常多见的，它涉及到临床各个科室，特别是内科、外科、
传染科、小儿科、妇产科则更为多见。
虽然危重症发生的病因各不相同，但其发生的原
理、临床表现、诊断和抢救治疗却可互为因果，有许多共同之处。
本书对常见的中毒性
休克、脱水性休克、休克与微循环障碍、受体学说与血管活性药物、休克时血液动力学
和血液流变学的变化、休克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紊乱以及急性心
力衰竭、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急性脑功能衰竭、急性肝脏功能衰竭、急性肾脏功能衰竭
等的发病原理、病理生理变化、临床表现、诊断和抢救治疗，都理论联系临床，深入浅
出，全面系统阐述，对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激化液、内给氧疗法、冬眠与镇静等
常用的抢救治疗技术也进行了系统介绍。

本书对提高各级临床医生危重症的理论水平和抢救技术，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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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林永焕，男，1936年10月生，福建省永春县蓬壶
镇人。
1960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
毕业后在该
校第一附属医院（现西京医院）传染科工作，1970年调
该校第二附属医院（现唐都医院）传染科工作，1979年
转业到陕西省人民医院，任传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现代传染病文集》主编、《医学理论与实践》杂志专家
委员会专家，先后编著出版《流行性出血热早期临床诊
断及危重症的抢救》、《常见危急症抢救的理论与临床》、《临床败血症》，主编
出版《现代传染病文集》1～3卷，参与编著出版《内科病最新治疗》。
发表各
种论文50余篇，科普文章60余篇。
1990年创用异体血光量子疗法治疗重型
肝炎，使重型肝炎病死率降至26.15％，并于1993年在《现代传染病文集》第
一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介绍和推广。
异体血光量子疗法也同时应用于肝硬化
腹水的治疗，也取得明显疗效。
异体血光量子疗法方法简单，不需昂贵设备，
费用低，疗效显著，已得到公认。
同时创用激化液，根据多年观察，对各型肝
炎的治疗效果最佳，经健康报介绍，已在全国推广应用；本书是笔者编著出版
的第四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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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实验室检查
一 细菌学检查
二 血液检查
三 凝血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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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血液生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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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染性毒血症的临床表现
二 休克的临床指征
三 休克的临床分期
四 休克的临床分度
五 实验室检查
第九节 中毒性休克的预防
一 抗感染
二 解毒降热
三 注意维持水与电解质的平衡
四 补充液体
五 手术治疗
六 支持疗法
七 加强病情观察
八 记录出入量
九 休息
十 热饮
十一 加强查对制度
十二 防止输液反应
十三 降热
第十节 中毒性休克的治疗
一 一般治疗原则
二 加强支持疗法
三 控制感染
四 补充有效循环血量
五 调整血管紧张度
六 动脉加压输液
七 纠正酸碱平衡失调
八 维持水与电解质平衡
九 纠正缺氧
十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应用
十一 冬眠疗法
十二 针刺疗法及中草药治疗
第十一节 并发症的治疗
一 高热的处理
二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与继发性纤溶的治疗
三 休克肺――外周性呼吸衰竭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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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脑水肿的治疗
五 急性肾脏功能衰竭――休克肾的治疗
六 出血的治疗
第十二节 氧自由基的损害作用
一 氧自由基产生的机制
二 氧自由基损害作用原理
三 治疗
第十三节 护理
一 抢救室的设置和管理
二 病情观察
三 护理
第十四节 休克的监护指标
第二章 脱水性休克
第一节 脱水的常见原因
一 胃肠道感染
二 流行性出血热多尿期多尿
三 非感染病性脱水
第二节 发病原理
一 毒素的作用
二 病原体的直接损害作用
三 流行性出血热多尿期多尿
第三节 临床表现
一 呕吐和腹泻
二 液体大量丢失
三 血液浓缩
四 严重脱水
五 电解质紊乱
六 酸中毒
七 流行性出血热多尿
第四节 实验室检查
一 粪便检查
二 尿液检查
三 血液常规检查
四 血液生化检查
五 细菌培养
六 血清学检查
第五节 诊断
一 流行病学史
二 临床表现
三 实验室检查
第六节 治疗
一 抗菌治疗
二 纠正脱水
三 纠正电解质平衡紊乱
四 纠正酸中毒
五 止血剂
六 合并DIC和继发性纤溶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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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微循环的正常结构和功能
二 微循环的血流通路
第三节 影响微循环血液灌注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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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脏收缩力
三 有效循环血量
四 毛细血管前阻力
五 毛细血管后阻力
六 毛细血管压力差
七 血液粘度
八 微循环的自身调节作用
第四节 休克时微循环的病理生理变化
一 休克时微血管的变化
二 休克时微血管中血液状态的变化
第五节 休克过程中引起微循环障碍的因素
一 毒素的作用
二 神经因素
三 体液因素
四 溶酶的作用
五 肾上腺皮质功能障碍
六 变态反应――免疫复合物的作用
第六节 休克时微循环障碍的主要临床表现
一 休克早期――微血管痉挛期
二 休克中期――微血管扩张期
三 休克晚期――微血管麻痹期
四 器官功能衰竭期
第七节 微循环障碍的治疗
第四章 受体学说与休克患者的抢救
第一节 受体学说
一 受体的概念
二 受体的种类
第二节 血管活性药物
一 血管活性药物
二 血管活性药物的分类
第三节 血管活性药物的作用与用法
一 血管扩张剂
二 血管收缩剂
第四节 休克时血管活性药物的选择应用
一 血管收缩型休克
二 血管舒张型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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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休克时血液动力学的变化
一 休克时血液动力学的变化
二 休克时主要器官血流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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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休克时血液流变学的变化
一 血液流变学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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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响血液流变性的因素
四 休克时血液流变学的变化
五 血液流变性的实验室检测及临床意义
第四节 血液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关系
一 血压与血液粘度的关系
二 血液流速与红细胞聚集性的关系
三 血液流速与边流关系
四 心输出量与血液粘度关系
五 心脏收缩力与血液粘度关系
第五节 治疗
一 改善和提高心肌收缩力，提高心输出量
二 控制输液速度，减轻心脏前负荷
三 降低血液粘度
四 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心脏后负荷，扩大临界半径
五 注意液体温度
第六章 休克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正常凝血功能
一 正常血液凝固原理
二 正常抗凝血原理
三 肝脏及维生素K与凝血功能的关系
四 血小板在凝血中的作用
第三节 正常纤维蛋白溶解原理
一 活化质的形成
二 纤溶酶的形成
三 纤维蛋白的降解过程
四 纤维蛋白降解产物的抗凝作用
第四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发生的原因
一 严重感染
二 各种原因所致的休克
三 肿瘤
四 外科疾病
五 产科疾病
六 血液病
七 其他内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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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儿科疾病
九 免疫性疾病
十 其他
第五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发生的原理
一 诱发DIC的因素
二 DIC发生的原理
第六节 继发性纤溶
一 继发性纤溶发生的原理
二 纤维蛋白裂解产物的抗凝作用
第七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病理变化
一 广泛微血栓形成
二 弥漫性出血
三 休克
四 梗死性或出血性坏死
第八节 传染病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关系
一 病毒性疾病
二 立克次体疾病
三 细菌性疾病
四 恶性疟疾
五 脱水性休克
第九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临床表现
一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主要临床表现
二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临床分型
三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分期
四 继发性纤溶的临床表现
第十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实验室检查
一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实验室检查
二 继发性纤溶的实验室检查
三 血管内凝血与继发性纤溶的鉴别试验
第十一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诊断
一 DIC的诊断
二 继发性纤溶的诊断
第十二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鉴别诊断
一 与原发性纤维蛋白溶解症（原发性纤溶症）鉴别
二 与严重肝病的鉴别
三 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鉴别
四 与血液病鉴别
五 其他
第十三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预防
一 积极有效治疗原发病
二 预防与治疗休克
三 改善缺氧状态
四 抗血小板凝集药物
五 肝素有明显的预防作用（用法见治疗部分）
六 活血化瘀的中药治疗
第十四节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治疗
一 DIC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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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继发性纤溶的治疗
第七章 水与电解质平衡紊乱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基本概念
一 关于物质质量的新的计量单位
二 名词解释
第三节 水的平衡
一 水的正常含量与分布
二 水的摄人量与排出量
三 水的生理功能
四 体液的体内交流
五 体液与外界的交流
六 水平衡的调节
第四节 电解质的平衡
一 电解质的正常含量与分布
二 电解质的生理功能
三 电解质的摄人与排出
第五节 水平衡紊乱
一 高渗性脱水
二 等渗性脱水
三 低渗性脱水
四 水中毒
第六节 电解质平衡紊乱
一 钾的平衡紊乱
二 钠的平衡紊乱
三 氯的平衡紊乱
四 钙的平衡紊乱
第七节 水与电解质平衡紊乱的治疗
一 常用液体的生理性质及其应用原则
二 水平衡紊乱的治疗
三 电解质平衡紊乱的治疗
第八节 平衡盐液疗法
一 平衡盐液的生理学基础
二 平衡盐液的配制和生理性质
三 平衡盐液的临床应用
四 注意事项
第八章 酸碱平衡紊乱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酸碱物质的来源
一 酸性物质的来源
二 碱性物质的来源
第三节 细胞外液的正常酸碱度
第四节 酸碱平衡的调节
一 血浆的缓冲系统
二 肺脏的调节作用
三 肾脏的调节作用
四 细胞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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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骨盐的缓冲作用
第五节 血液气体分析
一 采血
二 各项检测指标的临床意义
第六节 酸碱平衡紊乱的原因及其调节
一 代谢性酸中毒
二 代谢性碱中毒
三 呼吸性酸中毒
四 呼吸性碱中毒
五 混合性酸碱平衡紊乱
六 稳定内环境
第四节 冬眠疗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一 适应症
二 禁忌症
第五节 冬眠疗法的实施
一 冬眠合剂的组成及剂量
二 其他镇静剂的应用方法和用量
三 冬眠疗法的实施
四 冬眠疗法有效标志及维持时间
第六节 冬眠疗法的护理和病情观察
一 冬眠疗法前的准备
二 冬眠疗法的护理和病情观察
第七节 冬眠疗法注意事项
第八节 冬眠疗法之意外及其处理
一 循环衰竭
二 心搏与呼吸骤停
三 不能复温
四 合并感染
五 低血糖
六 心脏功能障碍
七 溶血反应
八 多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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