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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是指机械力作用于人体后所造成的机体结构完整
性的破坏和功能障碍。据 ＷＨＯ统计，全球约１０％的死亡
和１６％的致残病例因创伤所致，同时创伤也是全球４０岁
以下人群的首要死因［１］。

创伤失血性休克是指创伤造成机体大量失血所致有效

循环血量减少、组织灌注不足、细胞代谢紊乱和器官功能

受损的病理生理过程。休克常常合并低血压 （定义为收缩

压＜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脉压差＜２０ｍｍＨｇ，
或原有高血压者收缩压自基线下降≥４０ｍｍＨｇ）。３０％ ～
４０％的创伤患者死亡是因为失血过多所致，此类患者中，
有一部分因为错误的救治方案及不恰当的治疗措施而死亡，

据估计约占１０％～２０％。急性失血是创伤首要的可预防性
死因［２３］。及时、快速控制出血，纠正失血性休克对于严重

创伤患者至关重要，可有效减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的发生，降低
病死率。

目前我国尚无创伤失血性休克紧急救治的相关指南。

本共识旨在规范和提高创伤失血性休克的急诊救治，为急

诊医生提供诊疗依据。

１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病理生理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病理生理变化首先是血容量与血管

容积的不匹配，造成外周组织灌注不足，从而引起微循环

变化、氧代谢动力学异常、炎症反应、凝血障碍以及内脏

器官的继发性损害。

１１　微循环变化
创伤失血性休克最根本的病理生理改变是失血所致的

微循环功能障碍，尤其是重要脏器微循环改变。导致微循

环功能障碍的主要机制包括：①休克产生损伤相关分子模
式 （ｄａｍａ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ＤＡＭＰ）［４５］，如热
休克蛋白和高迁移率族蛋白１触发免疫应答及失控性炎症
反应，引起血管内皮损伤、毛细血管渗漏、循环容量减少，

最终导致组织灌注不足、细胞缺氧；②内皮损伤引起凝血
系统激活、微血栓形成阻塞毛细血管及血管舒缩功能障碍，

加重组织缺血缺氧；③创伤所致的持续或强烈的刺激影响
神经内分泌功能，导致反射性血管舒缩功能紊乱，加剧微

循环障碍。

１２　氧代动力学异常及细胞代谢改变
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存在氧代谢动力学异常。氧代谢

动力学异常即氧供应 （ＤＯ２）与氧消耗 （ＶＯ２）的不平衡。
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 （ＳｖＯ２）的降低
反映了反应氧输送与氧消耗的不平衡，而血乳酸升高则间

接反映了机体微循环低氧及组织细胞缺氧状态。在此情况

下，细胞能量代谢 （如糖、脂、蛋白）亦会出现明显异

常。

１３　创伤性炎症反应与凝血障碍
创伤失血性休克早期，在致伤因子的刺激下，机体局部

可出现炎症反应。损害的组织、器官、细胞不同，炎症介质

的质和量也有不同，表现为局部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成分

外渗，白细胞及趋化因子聚集于伤处以吞噬和清除致病菌或

异物。适当的炎症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创伤修复，但过度

炎症反应会导致炎性介质的大量释放，各种细胞因子与细胞

表面信号分子结合后，诱导细胞内发生一系列生物化学变

化，引发失控性炎症反应与组织损害，甚至造成凝血功能障

碍［６］，见图１。

图１　创伤导致凝血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

１４　内脏器官的继发性损害
创伤失血性休克常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的发生，这是进一步
造成ＭＯＤＳ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目前，关于 ＭＯＤＳ发生
机制有以下几种假说［７］：①创伤后失控性炎症反应；②缺
血再灌注损伤。创伤失血性休克及复苏引起的组织器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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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缺血和再灌注过程，是 ＭＯＤＳ发生的基本环节，严重
创伤引发休克，导致微循环障碍，如不及时恢复有效血容

量，将可能出现ＭＯＤＳ或死亡［８］；③胃肠道屏障功能损害
及细菌移位。创伤失血性休克可引起胃肠黏膜缺血，导致

肠道黏膜屏障的破坏，继而发生肠道内毒素和细菌移位，

引发脓毒症［９］；④基因多态性。创伤后 ＭＯＤＳ的易感性与
基因表达多态性相关，如与人类白细胞抗原 （ＨＬＡ）ＤＲ、
白细胞介素 （ＩＬ）１８、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γ干扰
素 （ＩＦＮ）等基因表达相关［１０］。

２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快速识别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快速识别主要是根据致伤机制、组

织低灌注临床表现以及血乳酸水平等临床指标。

２１　临床表现
代偿期表现：主要以液体丢失，容量血管收缩代偿为

主要表现，包括早期的皮肤或面色苍白，手足发凉，口渴，

心动过速，精神紧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烦躁，呼吸

加快，尿量正常或减少等。此时期血压可能正常甚至偏高。

失代偿期表现：组织缺血进一步加重，可能出现神志

淡漠、反应迟钝甚至昏迷；口唇、黏膜发绀，四肢湿冷，

脉搏细数，血压下降，脉压明显缩小，少尿、无尿，皮肤

花斑。此时期可以出现脏器功能障碍，特别是 ＡＲＤＳ，甚
至ＭＯＤＳ。

２２　量化判断方法
休克指数：休克指数 （ｓｈｏｃｋｉｎｄｅｘ，ＳＩ）是脉搏 （次／

ｍｉｎ）与收缩压 （ｍｍＨｇ）的比值，是反映血流动力学的临
床指标之一，可用于失血量粗略评估及休克程度分级。休

克指数的正常值为０５～０８［１１］，休克指数增大的程度与
失血量呈正相关性 （表１）。

表１　休克指数与失血量、休克程度的关系

休克指数 （ＳＩ） 失血量 （％） 休克程度

≥１０ ２０～３０ 血容量减少

≥１５ ３０～５０ 中度休克

≥２０ ５０～７０ 重度休克

　　综合评估法：综合心率、血压、呼吸频率、尿量、神
经系统症状等对创伤失血性休克程度进行分级［１２１３］。

表２　失血程度的分级

分级
失血量

（ｍｌ）

失血量占血容量

比例 （％）

心率

（次／ｍｉｎ）
血压

呼吸频率

（次／ｍｉｎ）

尿量

（ｍＬ／ｈ）
神经系统症状

Ⅰ ＜７５０ ＜１５ ＜１００ 正常 １４～２０ ＞３０ 轻度焦虑

Ⅱ ７５０～１５００ １５～３０ ＞１００ 下降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中度焦虑

Ⅲ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３０～４０ ＞１２０ 下降 ３０～４０ ５～１５ 焦虑、恍惚

Ⅳ ＞２０００ ＞４０ ＞１４０ 下降 ＞４０ 无尿 恍惚、昏睡

３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监测与进阶评估

３１　一般监测
①生命体征：主要对血压、脉搏、呼吸、体温进行监

测。失血性休克的发生与否及其程度取决于机体血容量丢

失的量和速度。心率增快是创伤失血性休克最早的临床表

现，但是通过心率评估创伤失血性休克的同时应注意关注

其他导致患者心率增快的常见因素如疼痛、发热等。

②尿量：尿量减少，充分补液后尿量仍＜０５ｍＬ／（ｋｇ·ｈ），
提示肾脏功能受损。

③皮肤：皮肤湿冷、发绀、苍白、花斑等，毛细血管
充盈时间＞２ｓ，提示外周组织低灌注。

④神志状态：意识改变，如烦躁、淡漠、谵妄、昏迷
等，是反映脑低灌注的重要指标。

３２　血流动力学监测
对休克患者应立即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 （表３）。床旁

超声检查可动态评估心脏功能、血管外肺水、下腔静脉变

异度等指标。脉搏指数连续心排血量监测、肺动脉导管作

为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方法，可在有条件的重症监护单元

应用，或用于复杂、难治性休克或右室功能障碍患者［１４］。

表３　常用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方法

血流动力学监测措施 可评价指标

无创

　生命体征监测 血压、心率、脉搏、血氧饱和度

　心脏超声及其他
无创监测

心搏量 （ＳＶ）、心输出量 （ＣＯ）、心脏
指数 （ＣＩ）、左 室 舒 张 末 期 容 积
（ＬＶＥＤＶ）、 左 室 收 缩 末 期 容 积
（ＬＶＥＳＶ）、射血分数 （ＥＦ）及 Ｅ／Ａ峰
比值等

微创

　脉搏指数连续心输
出量监测 （ＰｉＣＣＯ）

（１）ＣＯ、心脏前负荷、全心舒张末期
容积 （ＧＥＤＶ）、每搏量变异 （ＳＶＶ）、
心肌收缩力、全心射血分数 （ＧＥＦ）
（２）全身血管阻力 （ＳＶＲ）／全身血管
阻力指数 （ＳＶＲＩ）
（３）容量性指标：ＧＥＤＶ、胸内血容量
（ＩＴＢＶ）和血管外肺水 （ＥＶＬＷ）

有创

　肺动脉漂浮导管
（ＰＡＣ）监测

右房压 （ＲＡＰ）或中心静脉压 （ＣＶＰ）、
右室压 （ＲＶＰ）、肺动脉收缩压 （ＰＡＳＰ）、
肺动脉楔压 （ＰＡＷＰ）和ＣＯ等

３３　实验室监测
①血常规：动态观察血常规、尤其是红细胞计数、红

细胞压积、血小板计数等，对判断失血程度、凝血情况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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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

②动脉血气分析：动脉血气分析可反映机体通气、氧
合及酸碱平衡状态，有助于评价呼吸和循环功能。休克患

者常见代谢性酸中毒及低氧血症。创伤失血性休克者碱剩

余水平是评估组织灌注不足引起酸中毒的严重程度及持续

时间的间接敏感指标［１５１６］，治疗过程中对其变化进行监测

可以指导临床治疗。

③动脉血乳酸：血乳酸是组织低氧的确切指标，在临
床上也被作为反映组织灌注不足的敏感指标。血乳酸 ＞２
ｍｍｏｌ／Ｌ的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病死率显著升高，住院时间
明显延长［１７］。血乳酸２～４ｍｍｏｌ／Ｌ及＞４ｍｍｏｌ／Ｌ的患者２８
ｄ死亡风险分别是＜２ｍｍｏｌ／Ｌ患者的３２７倍和４８７倍［１８］。

持续动态监测血乳酸水平对休克的早期诊断、指导治疗及

预后评估有重要意义［１９］。每隔２～４ｈ动态监测血乳酸水平
不仅可排除一过性血乳酸增高，还可判定液体复苏疗效及

组织缺氧改善情况。

④凝血功能指标：应对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凝血功能
进行早期和连续性监测，有条件者应用血栓弹力图可进行

更有效的监测。

⑤生化指标：监测电解质和肝肾功能对了解病情变化
和指导治疗亦十分重要。

⑥炎症因子：炎症反应在创伤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可能是部分创伤并发症如脓毒症、ＭＯＤＳ、高代谢、
深静脉血栓形成等的诱因。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ＣＲＰ等均
是反映创伤后炎症反应程度的敏感指标，与患者伤情密切

相关，有条件时可进行监测。

３４　影像学检查
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对容量复苏无反应）者，应

尽量限制实施诊断性的影像学检查。创伤重点超声评估

（ｆｏｃｕｓ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ｔｒａｕｍａ，ＦＡＳＴ）是一
种重要的检查方法，但其阴性并不能完全排除腹腔内和腹

膜后出血。对怀疑存在出血的患者，如果血流动力学稳定

或对容量复苏有反应，应考虑进行ＣＴ扫描。对于严重创伤
的患者，不能根据ＦＡＳＴ评估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 ＣＴ
扫描［２０］。

对以下情况应进行全身ＣＴ扫描 （部分患者还需要动态

复查）：交通伤、高空坠落伤、受力部位不清楚创伤、严重

钝性创伤或多发伤的成年患者。不建议对儿童创伤患者常

规进行全身 ＣＴ扫描，应根据临床判断限制 ＣＴ扫描区域，
确保仅对必要部位进行ＣＴ扫描。

３５　创伤评分与评估
ＰＨＩ评分：即 “院前指数法”，应用收缩压、脉搏、呼

吸和意识４个生理指标作为评分参数，若有胸或腹部穿透
伤，另加４分。小于 ３分为轻伤，３～７分为中伤，大于７
分为重伤。ＰＨＩ评分是目前院前检伤评分体系中最好的一
种定量分类法，国际上广泛应用。

ＧＣＳ评分：ＧＣＳ评分是根据患者睁眼、言语、运动对

刺激的不同反应给予评分，从而对意识状态 （中枢神经系

统损伤程度）进行判定，总分１５分，最低３分，８分以下
可判定昏迷，分数越低则昏迷程度越深。

ＩＳＳ评分：ＩＳＳ评分为身体３个最严重损伤区域的最高
ＡＩＳ分值的平方和。ＡＩＳ是对器官、组织损伤进行量化的手
段，按照损伤程度、对生命的威胁性大小将每处损伤评为

１～６分。ＩＳＳ评分范围为 １～７５分，如果单区域评分达 ６
分，总体评分则直接为７５分。通常ＩＳＳ≥１６分为严重创伤，
此时死亡风险为１０％，随着评分升高死亡风险增加。

ＴＲＩＳＳ评分：ＴＲＩＳＳ评分是一种以伤后生理参数变化
（ＲＴＳ）、损伤解剖区域 （ＩＳＳ）和年龄 （Ａ）３种因素为依
据的结局评估方法。以存活概率 （Ｐｓ）反映伤员结局，通
常认为 Ｐｓ＞０５的患者可能存活，Ｐｓ＜０５者存活可能
性小。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通过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对总体病情进行
初步评估。研究显示，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与患者病死率之间具
有相关性［２１］。

３６　动态评估
有效的监测可以对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的病情和治疗

反应做出正确、及时的评估和判断，以利于指导和调整治

疗计划，改善患者预后。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伤情常具有

隐匿性，变化快，进展快，因此，在严密动态观察临床表

现的同时，需尤其强调对前述重要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

评估。

４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紧急救治

４１　救治原则与目标
救治原则 对创伤患者，应优先解除危及生命的情况，

使伤情得到初步控制，然后进行后续处理，遵循 “抢救生

命第一，保护功能第二，先重后轻，先急后缓”的原则。

对于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基本治疗措施包括控制出血、

保持呼吸道通畅、液体复苏、止痛以及其他对症治疗，同

时应重视救治过程中的损伤控制复苏策略，如损伤控制外

科、限制性液体复苏可允许性低血压，输血策略，预防创

伤凝血病等。

治疗目标 创伤失血性休克治疗总目标是积极控制出

血，采取个体化措施改善微循环及氧利用障碍，恢复内环

境稳定。而不同阶段治疗目标应有所不同，并监测相应

指标。

创伤失血性休克的治疗可分为四期［２２］。第一期急救阶

段：治疗目标为积极控制出血，最大限度维持生命体征平

稳，保证血压、心输出量在正常或安全范围，实施抢救生

命的策略。第二期优化调整阶段：治疗目标为增加组织氧

供，优化心输出量、静脉血氧饱和度 （ＳＶＯ２）及血乳酸水
平。第三期稳定阶段：治疗目标为防止器官功能障碍，即

使在血流动力学稳定后仍应高度警惕。第四期降阶梯治疗

阶段：治疗目标为撤除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利尿剂或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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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疗法调整容量，达到液体平衡，恢复内环境稳定。

４２　气道与呼吸管理
有效的气道管理是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院前呼吸支持

治疗的前提和基础［２３］。

对于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来说，如果自身不能维持其

气道通畅及有效通气，快速诱导麻醉插管 （ＲＳＩ）是保证气
道安全的确切方法。若 ＲＳＩ操作失败，应立即通过基本的
气道辅助通气手法和 （或）通过声门上装置来维持气道通

气，直到使用外科方法建立起稳定的气道［２０］。

在院前环境下，优先选择在事发现场立即展开救治。

如果现场不能进行 ＲＳＩ且气道反射消失，建议使用声门上
气道设备 （如喉罩）。如果气道反射存在或声门上气道装置

不能置入，则应使用基本的徒手气道支持手法 （常规为仰

头提颏法）和装置 （如口咽管、鼻咽管及喉管）。徒手开

放气道时，应注意患者有无颈椎损伤，伴发颜面损伤或

ＧＣＳ评分＜８分时脊柱损伤的危险性大大增加［２４］，现场急

救时应首选徒手方法固定脊柱，用推举下颌法 （Ｊａｗ
ｔｈｒｕｓｔ）开放气道。如推举下颌法操作困难，不能有效通气，
仍应改用仰头提颏法进行通气。如果转运患者至创伤中心

进行ＲＳＩ，应确保转运时间不超过６０ｍｉｎ。如果不能维持气
道通畅性或转运至创伤中心的时间预计超过６０ｍｉｎ，可以
考虑转运至就近的有抢救创伤能力的救护单位［２０］。

４３　循环通路建立与液体复苏
（１）循环通路选择
院前循环通路的选择：首选外周大静脉通路，如建立

外周静脉通路失败，有条件应考虑骨髓腔内血管通路。对

＜１６岁的儿童患者，如预期建立外周静脉通路困难，应首
选骨髓腔内血管通路。

院内循环通路的选择：首选建立有效的外周静脉通路，

并尽早建立中心静脉通道。若下腔静脉属支出血如严重的

骨盆骨折，应选择上肢通道或者锁骨下、颈内静脉通道。

骨髓腔内血管通路也是可以同时考虑的重要选择。

（２）输血与液体治疗
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通常出血量较大，应及早进行快

速输血维持血容量，改善微循环灌注，保证主要脏器的氧

供。建议通过生理学指标 （包括血流动力学状态、对即时

容量复苏的反应情况）来启动大出血抢救预案。医疗机构

应建立针对成人患者 （≥１６岁）和儿童患者 （＜１６岁）
的紧急输血预案。针对存在活动性出血的患者，应首选固

定比例的成分输血，并应尽快过渡到以实验室检查结果为

指导的输血预案上。

对于成人患者进行输血治疗时，血浆与红细胞的比例

为１∶１。对于儿童患者，血浆与红细胞的比例仍为１∶１，但
是要基于儿童的全身血容量进行计算 ［２５２７］。

院前环境下无法获得成分血，对活动性出血的患者可

应用等渗晶体液进行扩容治疗 ［２８］。在院内，对活动性出血

的患者应不建议使用晶体液补液，建议按照１∶１使用血浆

和红细胞。输入晶体液会导致稀释性凝血病发生，提升血

压使已形成的血凝块脱落进一步加重出血，血液黏稠度低

不易形成新的血凝块，同时还会增加发生 ＡＲＤＳ和 ＭＯＦ等
并发症风险［２９］。考虑对机体止血的不良影响，胶体也建议

限制使用 ［６］

（３）容量复苏策略
建议对存在活动性出血的患者，使用限制性的容量复

苏策略［７］，直至已确定完成早期出血控制。在院前环境下，

通过滴定方式进行容量复苏以使大动脉搏动维持在可明显

感知状态［３０］，一般以维持收缩压８０ｍｍＨｇ或者可触及桡动
脉搏动为目标。如果达不到，可降至触及颈动脉搏动或者

维持伤者基础意识。通常情况下收缩压 （ＳＢＰ）达到 ６０
ｍｍＨｇ可触及颈动脉，７０ｍｍＨｇ可触及股动脉，８０ｍｍＨｇ
可触及桡动脉。在院内环境下，应快速控制出血，在此前

提下进行滴定式容量复苏以维持中心循环，直至出血得到

控制。针对失血性休克和创伤性脑损伤并存患者，如失血

性休克为主要问题，应持续进行限制性容量复苏；如创伤

性脑损伤为主要问题，则进行相对宽松的限制性容量复苏

以维持脑血流灌注［６］。具体控制目标：对于无脑损伤的患

者，在大出血控制之前实施可允许性低血压，应将收缩压

维持在８０～９０ｍｍＨｇ；对于合并严重颅脑损伤 （ＧＣＳ≤８
分）的患者，应维持平均动脉压在８０ｍｍＨｇ以上［３１］。

４４　控制出血
４４１　敷料和止血带的应用　对于体表或表浅出血患者，
可简单应用敷料压迫法控制外部出血。开放性四肢损伤存

在危及生命的大出血，在外科手术前推荐使用止血带，且

须标明使用时间。

４４２　骨盆外固定带的应用　当骨盆受到高能量钝性损伤
后怀疑存在活动性出血时，应使用特制的骨盆外固定带。

只有当特制的骨盆外固定带不合适时，如对于体型较大的

成年人或体型较小的儿童，才考虑使用临时骨盆外固定带。

４４３　止血剂的应用　当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存在或怀疑
存在活动性出血时，应尽快静脉使用氨甲环酸，防治创伤

性凝血病［１２］。首剂１ｇ（≥１０ｍｉｎ），后续１ｇ输注至少持
续８ｈ［３２］。如果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受伤超过３ｈ，避免静
脉应用氨甲环酸，除非有证据证明患者存在纤溶亢进［３３］。

制订创伤出血处理流程时，建议在患者转送医院的途中应

用首剂的氨甲环酸。颅脑、肝脾等重要脏器损伤出血时可

考虑选择矛头蝮蛇血凝酶等止血药物静脉或局部应用止

血［３４３５］。对于发生凝血病并发大出血者亦可在充分的凝血

底物替代输注治疗后使用重组凝血因子Ⅶ。
４４４　逆转抗凝剂的作用　创伤失血性休克存在活动性出
血的患者，若之前使用了影响凝血功能的药物，应快速逆

转抗凝剂的作用。如果因心脑血管疾病经常使用华法林，

抗血小板制剂 （氯吡格雷、阿司匹林），抗凝血酶制剂

（达比加群），抗Ⅹ因子制剂 （利伐沙班），即使是轻伤，

也很容易发生出血事件［６］。有活动性出血的严重创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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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使用凝血酶原复合物 （ＰＣＣ）等药物来逆转拮抗剂
的作用。当患者无活动性出血或可疑出血的时候，无使用

逆转抗凝剂的必要［２１］。对于维生素Ｋ依赖的口服抗凝药患
者，推荐早期使用浓缩的 ＰＣＣ进行紧急拮抗；为减轻使用
新型口服抗凝剂的患者发生创伤后致命性出血，建议给予

ＰＣＣ；如果纤维蛋白原水平正常，血栓弹力图监测提示凝血
启动延迟时建议使用ＰＣＣ或血浆 ［３６３９］。

４５　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
４５１　损伤控制性手术和确定性手术　损伤控制性手术是
指在救治严重创伤患者，尤其是在患者出现 “致死三联征”

（低体温、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不能耐受长时间手术

时，采用快捷、简单的操作及时控制伤情进一步恶化，使

患者获得复苏时间，有机会再进行完整、合理的再次或分

期手术。

对于合并重度失血性休克、有持续出血和凝血病征象

的严重创伤患者，推荐实施损伤控制性手术。其他需要实

施损伤控制性手术的情况包括严重凝血病、低体温、酸中

毒、难以处理的解剖损伤、操作耗时、同时合并腹部以外

的严重创伤。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且不存在上述情况的患

者，推荐实施确定性手术。如果体内还有大的出血未能控

制，积极抗休克的同时建议早期积极手术止血。

４５２　介入治疗　对盆腔动脉活动性出血，建议考虑介入
治疗，除非需要立即进行开放性手术控制其他部位出血。

对实质脏器 （脾脏、肝脏或肾脏）动脉出血，也可考虑介

入治疗的可行性。对于动脉出血的治疗，外科手术与介入

治疗相结合的策略，可将治疗拓展至外科手术难以达到的

区域。

４６　血管活性药与正性肌力药的使用
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一般应建立在液体复苏基础上，

但对于危及生命的极度低血压 （ＳＢＰ＜５０ｍｍＨｇ），或经液
体复苏后不能纠正的低血压，可在液体复苏的同时使用血

管活性药物，以尽快提升平均动脉压至６０ｍｍＨｇ并恢复全
身血液灌注［９１０］。首选去甲肾上腺素，尽可能通过中心静

脉通路输注，常用剂量为０１～２μｇ／（ｋｇ·ｍｉｎ）。
正性肌力药物可考虑在前负荷良好而心输出量仍不足

时应用，首选多巴酚丁胺，起始剂量２～３μｇ／（ｋｇ·ｍｉｎ），
静脉滴注速度根据症状、尿量等调整。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具有强心和舒张血管的综合效应，可增强多巴酚丁胺的作

用。当β肾上腺素能受体作用下调、或患者近期应用 β受
体阻滞剂时，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治疗可能有效［４０］。

４７　创伤性凝血病的预防与处理
在早期即有２５％的严重创伤患者可发生凝血病［４１４２］。

创伤时大量失血、内皮细胞下基质蛋白暴露引起的血小板

和凝血因子消耗、低体温性血小板功能障碍和酶活性降低，

酸中毒诱导的凝血酶原复合物活性降低以及纤溶亢进等因

素均与凝血病有关。虽然复苏时大量液体输入引起的血液

稀释也与凝血病的发生和进展有一定关系，但多数重症创

伤患者在晶体液和胶体液复苏前就已存在凝血功能障碍。

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在入院时确定其是否伴凝血病非

常重要，开展凝血功能床边快速检验是诊断凝血病的有效

手段。推荐使用标准的实验室凝血指标和 （或）血栓弹力

图制定目标化策略指导复苏。

除控制出血外，应尽早检测并采取措施维持凝血功能。

对大出血患者，早期处理推荐血浆输注，并根据纤维蛋白

原、血红蛋白检验结果判断是否需使用纤维蛋白原及红细

胞［３３］。

４８　创伤性休克患者低体温的预防与处理
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低体温发生率高达 １０％ ～

６５％［４３４４］。低体温被认为是严重创伤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

危险因素。因此，对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应尽量保温以

减少持续的热量丢失。对于体温在３２～３５℃之间的患者，
建议通过提高环境温度、加温毯或者增加主动活动 （如果

病情允许）来提高核心温度；对于体温低于３２℃的患者可
以考虑加温输液，如仍无效可考虑通过体外膜肺 （ＥＣＭＯ）
治疗［４５］。

４９　疼痛管理
对于严重创伤患者，应选择适合其年龄、发育和认知

功能的疼痛评估量表，定时进行疼痛评估。到达院内后继

续使用与院前相同的疼痛评估量表进行疼痛评估。

对于严重创伤患者，选择吗啡 （０１０ｍｇ／ｋｇ）作为一
线止痛剂静脉应用 ［４６］，并根据疼痛管理目标调整剂量。如

静脉途径没有建立，可以考虑通过雾化吸入氯胺酮或二乙

酰吗啡。氯胺酮为止痛的二线备选方案 ［４７５１］。使用吗啡止

痛时，应严密监测防止发生呼吸抑制，除非已有呼吸支持

措施。

４１０　炎症控制
液体复苏治疗旨在恢复循环容量和组织灌注，但不能

有效阻止炎症反应发生。应尽早开始抗炎治疗，阻断炎症

级联反应，保护内皮细胞，降低血管通透性，改善微循环。

因此，抗炎治疗可作为创伤失血性休克治疗选择之一，可

选用乌司他丁、糖皮质激素等。乌司他丁可有效控制过度

炎症反应，降低血液粒细胞弹性蛋白酶 （ＰＭＮＥ）水平和Ｃ
反应蛋白水平，显著改善脑氧代谢及微循环，降低多发伤

患者住院天数、ＭＯＤＳ发生率和病死率［５２５３］。

５　创伤救治团队与流程管理

５１　救治团队的建立及精细化管理
建议建立一专多能、具备亚专业分工的急诊外科团队，

同时实现创伤失血性休克救治流程精细规范化，这有助于

救治工作迅速及时而又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

５１１　救治医护人员 “角色直观化”　所有参与救治的医
护人员以及工勤人员到达现场后，都有明确的角色分工，

各自佩戴相应职责的编码标志，使得抢救现场人员角色分

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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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救治医护人员 “职责细分化”　在医护抢救角色直
观化的基础上，职责编码规定了其佩戴者的分工，从负责

的伤员编号，到应该执行的操作内容，以及在伤员旁的站

位，细致而清晰。

５１３　救治方案的 “医嘱套餐化”　利用抢救现场的白板
或显示屏，显示伤员编号以及相应的套餐医嘱编号，医嘱

执行快而有序，避免了多个伤员时医生下达医嘱时的嘈杂

与混乱。

５１４　创伤急救医护人员编排及职责　人员编排及职责见
表４。

表４　创伤救治医护人员的编排及职责

１Ｄ１ １号伤员指挥协调者 ＴＮ０ 护理总协调

１Ｄ２ １号伤员主要评估医师 １ＴＮ１ １号伤员责任护士
１Ｄ３ １号伤员主要操作医师 １ＴＮ２ １号伤员气道护士
１Ｄ４ １号伤员创伤中心二线 １ＴＮ３ １号伤员循环护士
１Ｄ５ １号伤员相关专科二线 １Ｓ１ １号伤员外勤人员
… １Ｓ２ １号伤员辅助外勤人员

　　注：第一个数字代表伤员编号；Ｄ代表医生；ＴＮ代表护理人

员；Ｓ代表工勤人员

５２　创伤失血性休克救治绿色通道
急救医疗服务体系是现代急诊医学的新理念，是将院

前急救体系、院内急诊科急救体系和急危重症监护体系三

位一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构建通畅的急救绿色通道，

以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伤残率和减少死亡率。规范的严

重创伤救治要求在院前、院内急救之间必须存在有效的信

息沟通，这样才能有效缩短救治时间。在加强院前、院内

信息沟通方面，应用创伤失血性休克预警联动系统。院前

１２０急救中心接到患者后，应立即行院前快速评估分检，并
与接收医院取得联系，启动绿色救治通道，简要地向院内

急诊医务人员报告伤员情况，请求做好接诊准备，为伤员

的院内救治争取宝贵时间。在院内创伤失血性休克救治中

须把握急救的 “时效性”，影响因素包括急诊科早期评估及

快速救治能力、相应手术人员数量及技术力量、麻醉医师

技术水平以及手术室的急诊手术配属力量，非常重要的一

点是要在医务处、急诊科协调下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绿色

通道，优化医疗护理流程，以保证绿色通道的畅通。

６　总结

创伤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创伤导致

的死亡和残疾给社会和相关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严重创

伤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减少创伤的发生和创伤后的有效处

理对社会、家庭及个体等具有重要意义。

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基本治疗措施包括控制出血、

保持呼吸道通畅、液体复苏、止痛以及其他对症治疗，同

时注意观察各项指标。休克治疗总目标是采取个体化措施

改善微循环及氧利用障碍，恢复内环境稳定。不同阶段治

疗目标有所不同，应监测相应指标。

随着对创伤失血性休克认识的深入和不断探索，严重

创伤患者的救治已经从医疗机构提前到事发现场，需要分

秒必争地抢救伤员。基于循证指南的多学科策略是改善创

伤失血性休克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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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ｓｅｆｕ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ｔｒａｕｍ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

ＡｍＪ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１６，３４（３）：６２６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ｊａｊｅｍ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

［１７］ＯｕｅｌｌｅｔＪＦ，ＲｏｂｅｒｔｓＤＪ，ＴｉｒｕｔａＣ，ｅｔａ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ｔ

ａｎ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ｌｕｎｔｔｒａｕｍａ：ａｒｅｔｈｅｙ

ｕｓｅｆｕｌ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ｅ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 ７２ （ ６ ）： １５３２１５３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７／

Ｔ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５６ｄｄ５ａ

［１８］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ＭＥ，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ＡＮ，ＧａｉｅｓｋｉＤＦ，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ｌａｃｔａｔｅ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ｓｅｐｓｉ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９，３７（５）：１６７０

１６７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ＣＣＭ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９ｆｃｆ６８

［１９］ＪａｎｓｅｎＴＣ，ＶａｎＢｏｍｍｅｌＪ，ＳｃｈｏｏｎｄｅｒｂｅｅｋＦＪ，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

ｌａｃｔａｔｅｇｕｉｄ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ＡｍＪ

Ｒｅｓ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７５２７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４／

ｒｃｃｍ２００９１２１９１８ＯＣ

［２０］ Ｎ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Ｃｅｎｔｒｅ（ＵＫ）［Ｍ］

Ｌｏｎｄ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ａｒ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ＵＫ），

２０１６

［２１］ＫｎａｕｓＷＡ，ＤｒａｐｅｒＥＡ，ＷａｇｎｅｒＤＰ，ｅｔａｌＡＰＡＣＨＥＩ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

１９８５，１３（１０）：８１８８２９

［２２］ＶｉｎｃｅｎｔＪＬ，ＤｅＢａｃｋｅｒ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ｈｏｃｋ［Ｊ］Ｎ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２０１３，３６９：１７２６１７３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ｒａ１２０８９４３

［２３］ＭａｙｇｌｏｔｈｌｉｎｇＪ，ＤｕａｎｅＴＭ，ＧｉｂｂｓＭ，ｅｔ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ｒａｕｍ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ｅＳｕｒｇ，２０１２，７３（５Ｓｕｐｐｌ

４）：Ｓ３３３３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Ｔ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７０１８ａ５

［２４］ＨｏｌｌｙＬＴ，ＫｅｌｌｙＤＦ，ＣｏｕｎｅｌｉｓＧＪ，ｅｔａ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ｐｉｎｅｔｒａｕｍ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ｊｕ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０２，９６

（３Ｓ）：２８５２９１

［２５］ＫｅｌｌｙＪＭ，ＣａｌｌｕｍＪＬ，ＲｉｚｏｌｉＳＢ１：１：１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ｏｒｗａｓｔｅｆｕｌ

Ｅｖｅｎｗｈｅｒ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ｈｉｇｈｒａｔ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ｒｅｃｏｓｔｌｙ：

ｅａｒｌ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ｃａ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３，６（６）：

６３１６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６／１７４７４０８６２０１３８５９５２０

［２６］ ＨｏｌｃｏｍｂＪＢ，ＪｅｎｋｉｎｓＤ，ＲｈｅｅＰ，ｅｔ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ｏａｇｕｌｏｐａｔｈｙｏｆｔｒａｕｍａ

［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０７，６２（２）：３０７３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Ｔ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０３２４１２４．

［２７］ＫｅｔｃｈｕｍＬ，ＨｅｓｓＪＲ，Ｈｉｉｐｐａｌ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ｆｒｅｓｈｆｒｏｚｅｎ

ｐｌａｓｍａ，ｃｒｙ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ｕｍａ［Ｊ］

Ｊ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０６，６０（６Ｓｕｐｐｌ）：Ｓ５１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０１ｔａ００００１９９４３２８８８４７０ｃ．

［２８］ＮｅａｌＭＤ，ＨｏｆｆｍａｎＭＫ，ＣｕｓｃｈｉｅｒｉＪ，ｅｔ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ｉｄｔｏｐａｃｋｅｄ

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ｈｅｎａｌｉｔｔｌｅｇｏｅｓａｌｏｎｇｗａｙ［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ｅ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 ７２ （ ４ ）： ８９２８９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７／

Ｔ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３ｄ８４ａ７

［２９］ＰａｌｍｅｒＬＦｌｕｉ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ｕｍａ：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ｖｅｒｓｕ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Ｖｅｔ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ＳｍａｌｌＡｎｉｍ

Ｐｒａｃｔ，４７（２）：３９７４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ｖｓｍ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４

［３０］Ｐ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ｒａｕｍ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１２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ｃｅｏｒｇｕｋ／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ａ７４．

［３１］ＢｕｔｌｅｒＦＫ，ＨｏｌｃｏｍｂＪＢ，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ＭＡ，ｅ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Ｓｈｏｃｋｉ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ｂａｔ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Ｃａｒｅ：ＴＣＣ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１４０１２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Ｊ］ＪＳｐｅｃＯｐｅｒＭｅｄ，

２０１４，１４（３）：１３３８

［３２］ＳｈａｋｕｒＨ，ＲｏｂｅｒｔｓＩ，ＢａｕｔｉｓｔａＲ，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ｅｘａｍｉｃａｃｉｄ

ｏｎｄｅａｔｈ，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ｃ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ｉｎ

ｔｒａｕ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ＣＲＡＳＨ２）：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０，３７６

（９７３４）：２３３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４０６７３６（１０）６０８３５５

［３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 ｔｒａｎｅｘ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ｙ ［ＥＳＵＯＭ１］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ｉｃｅｏｒｇｕｋ／ａｄｖｉｃｅ／ｅｓｕｏｍ１／ｃｈａｐｔｅｒ／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４６３１·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２６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Ｊ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２



［３４］ＬｕｏＹ，ＬｉｕＱ，ＪｉａｏＺ，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ｉｎｊｕｒｅ

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ｎｎＨｅｐａｔｏｌ，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４９２５６

［３５］ＷａｎｇＴ，ＷａｎｇＤＮ，ＬｉｕＷＴ，ｅｔａｌ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ｐｉｃａｌ

ｈｅｍ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ｓ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Ｊ］Ｗｏｒｌｄ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６，２２（２５）：５８３１５８３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４８／

ｗｊｇｖ２２ｉ２５５８３１

［３６］ＫｅｓｓｌｅｒＣＭＵｒｇｅｎｔ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ｏｆｗａｒｆａｒｉｎｗｉｔｈ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Ｊ］ＪＴｈｒｏｍｂ

Ｈａｅｍｏｓｔ，２００６，４（５）：９６３９６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５３８

７８３６２００６０１９４４ｘ

［３７］ＢｒｕｃｅＤ，ＮｏｋｅｓＴＪ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Ｂｅｒｉｐｌｅｘ

Ｐ／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８，１２（４）：Ｒ１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ｃｃ６９８７

［３８］ＨｕｙｎｈＴＫ，ＣｏｓｔｅｌｌｏＪＬ，ＲｅｂｕｃｋＪ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ｉｎ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ｎｗａｒｆａｒ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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