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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类药物的选择。方法 :以师以下部队医疗机构和 三级甲等医院的

医学专家为对象 ,设计两种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 ,运用一般统计方法对回收数据进行处理 ,将两组数据进行

对照分析 ,得出有效参考值。结果 :依照失血性休克输液类药物的适应症和疗效 ,结合医学专家的建议 ,遴选

出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品种 ,并提出一名伤员一次用量的建议值。结论 :本研究提出的失血性休克必备输

液品种 ,对于满足战伤和城乡事故伤的紧急救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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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selection of fluid in the resuscitation of haemorrhagic shock. M ethods: Experts from troop s

hosp ital under army division and third level grade A hosp italswere consulted by two kinds of questionnaires. The data was handled with

the general statistic method; two group s of separated data were taken a cross2check analysis to reach the effective reference value. Re2
sult :According to the indication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transfusion drugs for hemorrhagic shock and the suggestion of those medical

experts, species of transfusion drugs for hemorrhagic shock were selected; the suggested amount of drugs for one person of one time was

given. Conclusion: Finding out those species of transfusion drugs for hemorrhagic shock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for emergency aid and

treatment of the injury both in a battle and in the normal da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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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外伤和烧伤引起的失血性休克是休克综合

症的最常见原因 ,因此抗休克是战伤急救和院前急

救面临的首要任务。失血性休克的救治首先就是在

控制出血的同时补充液体 ,实现对组织器官的再灌

注 ,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输液是最常用的救治

药品 ,但是 ,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输液品种 ,如何输

注 ? 对于休克的救治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

为输液不当 ,有可能引起过敏、肺水肿和脑水肿、或

酸碱不平衡。本文探讨了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品

种的选择 ,以期为战伤急救和院前急救的药品保障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用自行设计的两种问卷表分别对师以下部队医

疗机构和三级甲等医院进行调查 ,共回收师以下部

队医疗机构调查表 54份 ,三级甲等医院专家调查表

115份。

应用 M icrosoft Excel和 SPSS15. 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录入、处理和分析 ,运用一般统计学描述、频

数分析、排序分析等方法 ,对输液品种选择的集中度

和优选度进行度量和分析。

2　结果

2. 1　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品种分布 　无论在

战时还是平时 ,失血性休克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

很高。据估计 ,一般战伤的休克发生率在 10% ～

15% ,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 ,休克的发生率可高达

25% ～30%
[ 1 ] 。以往资料显示约 50%的战伤伤员

因失血而死亡 [ 2 ] 。文献研究表明 ,防治失血性休

克的输液主要为低分子量的胶体液和多离子的晶

体液 (见表 1)。

除高渗氯化钠注射液和羟乙基淀粉注射液的

集中度稍低些外 ,表 1的其他胶体液和晶体液品

种在 54个部队医疗机构的选用度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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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军队配备用于战伤救治的输液品种

种类 品名 我军 [ 3～5 ] 美军 [ 6, 7 ] 英军 [ 8～15 ]

胶体液 右旋糖酐 70注射液 √ √

右旋糖酐 40注射液 √

羟乙基淀粉注射液 √ √ √

晶体液 0. 9%氯化钠注射液 √ √

10%葡萄糖注射液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

7. 5%氯化钠注射液 √ √ √

乳酸钠林格液 (平衡液 ) √ √ √

混合液 高渗氯化钠羟乙基淀粉 √

2. 2 　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按相对重要性排序 　

115位专家对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按相对重要性

排序打分。打分规则 :取排序前 10位的输液入选。

排序第一位的打 1分 ,第二位的打 2分 ,以此类推 ,

第十位的打 10分。采用经验公式对各个打分赋予

不同的权重 ,并计算调整后得分值。即

A i = 21 - 2 i 　　　　　　 ( i = 1, 2, ⋯, 10)

式中 : A i为第 i种输液的得分值。 i表示按重要

性排序的前 10位输液。

依次对每种输液汇总 115位专家给出的得分

值 ,并按总分排序 ,得表 2。

表 2　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按相对重要性排序

品名 种类
按重要性排序
所得数值

比率

( % )

羟乙基淀粉注射液 胶体液 1 637 12. 63

乳酸钠林格液 (平衡液 ) 晶体液 1 583 12. 21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晶体液 1 234 9. 52

右旋糖酐 40注射液 胶体液 1 150 8. 87

0. 9%氯化钠注射液 晶体液 1 128 8. 7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晶体液 1 091 8. 41

5%碳酸氢钠注射液 晶体液 1 060 8. 18

右旋糖酐 70注射液 胶体液 894 6. 89

10%葡萄糖注射液 晶体液 873 6. 73

5%葡萄糖注射液 晶体液 808 6. 23

11. 2%乳酸钠注射液 晶体液 799 6. 16

3. 5%氯化钠注射液 晶体液 709 5. 47

表 2说明 ,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胶体液 ,首选羟乙

基淀粉注射液 ,其次为右旋糖酐 40注射液 ;用于失

血性休克的晶体液 ,首选乳酸钠林格液 (平衡液 ) ,

其次为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再次为 019%氯化钠注

射液 (生理盐水 )。

2. 3　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给药策略 　对于严重

失血性休克伤员应输全血或血浆 ,配以晶体液达到

迅速扩容的目的。当血源困难时 ,以胶体液代替输

血。胶体液用量一般为 500 mL21 000 mL,晶体液用

量一般不超过 2 000 mL。具体给药策略见表 3。

表 3　战伤休克伤员的输液策略 [ 16 ]

休克程度 神志
脉搏

(次 /分 )
收缩期血压

(mmHg)
估计失血量

(mL)
估计晶体液

的输入量 (mL)

估计胶体液的输入量 (mL)

血源困难 有条件 严重大失血

轻 (代偿期 ) 清醒 稍快 正常 600～800 1 400～2 100 350～525 700～1 050

中 (失代偿期 ) 淡漠 100～120 70～90,脉压窄 800～1 600 2 400～3 600 600～900 1 200～1 800

重 (失代偿期 ) 模糊 > 120,细弱 < 70,脉压更窄 > 1 600 > 3 600 > 3 600

3　结论与讨论

筛选研究表明 ,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类药物

应选择乳酸钠林格液、复方氯化钠注射液、高渗氯化

钠注射液 ,以及羟乙基淀粉注射液和右旋糖酐 40注

射液。抗休克治疗的输液曾在晶体液或胶体液问题

上争论了上百年 , 20世纪 60年代后 ,乳酸钠林格液

的抗失血性休克作用被普遍接受。80年代后 ,高渗

氯化钠注射液被发现具有扩充血容量、增强心排血

量、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减轻组织水肿、防治免疫机

制改变、改善红细胞的能量代谢等优点 ,得到广泛应

用 [ 17 ]。

应当注意的是失血性休克会造成严重而复杂的

机体功能紊乱 ,仅仅依靠输液是不够的 ,还需要血管

活性药物、正性肌力药物、糖皮质激素等其他药物的

适时使用。

本文所做的工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长期

的和平环境 ,失血性休克的病例相对较少 ,因此 ,无

论是部队医疗机构 ,还是三级甲等医院的专家都可

能会因自己的阅历、经验和习惯产生某些偏差。所

以 ,本文提出的用于失血性休克的输液类药物还需

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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