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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卫生部《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的要求，由北京医师协会组织全市呼吸内科专家、
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业务骨干共同编写而成。
体例清晰、明确，内容具有基础性、专业性、指导性及可操作性等特点。
既是专科医师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指导用书，也是北京市呼吸内科专科领域执业医师“定期
考核”业务水平的惟一指定用书。

　　本书适合广大执业医师、在校师生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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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原发病治疗 全身性感染、创伤、休克、烧伤、急性重症胰腺炎等是导致ALI
／ARDS的常见病因。
严重感染患者有25％～50％发生ALI／ARDS，而且在感染、创伤等导致的多器官功能障碍（MODS）
中，肺往往也是最早发生衰竭的器官。
积极控制原发病是遏制ALI／ARDS发展的必要措施。
 2.呼吸支持治疗 （1）氧疗氧疗是纠正ALI／ARDS患者低氧血症的基本手段。
 （2）无创机械通气无创机械通气（NIV）可以避免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引起的并发症，预计病情能
够短期缓解的早期ALI／ARDS患者可考虑应用无创机械通气。
当ARDS患者神志清楚、血流动力学稳定，并能够得到严密监测和随时可行气管插管时，可以尝试NIV
治疗。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发生ALI／ARDS，早期可首先试用NIV。
应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ALI／ARDS应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治疗反应。
神志不清、休克、气道自洁能力障碍的ALI／ARDS患者不宜应用无创机械通气。
 （3）有创机械通气ARDS患者经高浓度吸氧仍不能改善低氧血症时，应气管插管进行有创机械通气。
对ARDS患者实施机械通气时应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小潮气量、限制平台压和可允许性高碳酸血
症），气道平台压不应超过30—35cmH2O。
采用肺复张手法促进ARDS患者塌陷肺泡复张，改善氧合。
应使用能防止肺泡塌陷的最低PEEP，有条件情况下，应根据静态P—V曲线低位转折点压力+2cmH2O
来确定PEEP。
应尽量保留ARDS患者的自主呼吸。
若无禁忌证，机械通气的ARDS患者应采用30°～45°半卧位。
常规机械通气治疗无效的重度ARDS患者，若无禁忌证，可考虑采用俯卧位通气。
对机械通气的ARDS患者，应制定镇静方案（镇静目标和评估），不推荐常规使用肌松剂。
 （4）液体通气部分液体通气是在常规机械通气的基础上经气管插管向肺内注入相当于功能残气量的
全氟碳化合物，以降低肺泡表面张力，促进肺重力依赖区塌陷肺泡复张。
部分液体通气可改善ALI／ARDS患者气体交换，增加肺顺应性，可作为严重ARDS患者常规机械通气
无效时的一种选择。
但目前尚未广泛用于临床。
 （5）体外膜氧合技术（ECMO） 建立体外循环后可减轻肺负担、有利于肺功能恢复。
但RCT研究显示，ECMO并不改善ARDS患者预后。
随着ECMO技术的改进，需要进一步的大规模研究结果来证实ECMO在ARDS治疗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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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呼吸内科诊疗常规(2012年版)》适合广大执业医师、在校师生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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