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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脓毒症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  曾凡乔

战争年代最触目惊心的伤亡往往不在战

场，一个简单的伤口感染就足够要命。抗菌

药物的出现让人类摆脱了对感染性疾病无可

奈何的困境，使人类一度以为已经战胜了病

原微生物所致的感染性疾病。然而人类没有

料到，抗菌药物拦下了感染，但还是挡不住

脓毒症惊涛骇浪的摧残。这个骇人听闻的脓

毒症究竟是什么病？它为什么危害这么大？

脓毒症是什么

脓毒症是由感染引起的器官功能不全。

打个形象的比喻：人体被感染的过程中，自

身内部的守卫部队免疫系统产生了紊乱和崩

溃，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人体强大的守卫部队免疫系统，

在和入侵的病原微生物交战中产生了过度反

应，在清除病原微生物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

对人体器官造成损害，可谓“杀敌一千，自

损八百”。

二是免疫系统崩溃，无法战胜致病微生

物的入侵。进入身体的细菌、病毒等趁机“占

领”身体的某些器官，在器官里“安营扎寨”，

在被感染的器官里产生大量毒素，从而导致

多器官衰竭，造成生命危险。

脓毒症这个杀手就潜伏在我们身边，伺

机寻找攻击目标，年龄大于 65 岁的老人，

儿童、孕产妇、糖尿病患者、免疫抑制患者、

肿瘤患者、大手术后患者等免疫力低下人群

都是脓毒症的高危人群。

如何快速确诊脓毒症

脓毒症既是医生们“熟悉的对手”，又

是“神秘的杀手”，“熟悉”是因为它的发

病率高，在临床上经常遇到；“神秘”，是

因为脓毒症的临床症状各异，难以早期识别。

那么如何快速准确的诊断脓毒症呢？脓

毒症早期表现包括心动过速、过度通气（呼

吸加深加快）、呼吸费力、发热、神志或意

识障碍等，因此一旦出现头晕、喘不过气的

情况，呼吸频率大于等于 22 次 / 分，血压

低于 90/60 mmHg, 体温大于 38℃，就应该尽

快找医生进行处理。

对于专业医生来说，脓毒症的诊断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同的检测手段来明

确脓毒症的诊断、评价脓毒症患者的病情。

CT、核磁、监测、抽血化验、血培养和痰培

养都是揪出脓毒症的重要武器。器官功能障

碍的指标包括呼吸（动脉血氧含量过低）、

肾脏（急性少尿，即使给予及时足够的液体

复苏，尿量仍然很少）、凝血（功能异常，

血小板减少）、肠道（肠麻痹）、肝脏 ( 高

胆红素血症 )、循环（平均动脉压下降）、

神经（GCS 评分小于 14 分）。严重的脓毒

症会引发感染性休克，主要表现有三个：神

志障碍；四肢末梢皮肤温度降低；尿量减少。

脓毒症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

控制感染，溯源截流。2、对症支持，包括输液，

液体或血浆、红细胞、血小板；3、生命支持，

如呼吸机，肾脏替代治疗、人工肝等。通过

外科、手术、介入、穿刺引流一系列的方式

让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和恢复；生命监测，

时刻提防脓毒症的卷土重来。

如何远离脓毒症

脓毒症高风险人群首先要重视日常保

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提高自身免

疫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要尽量避

免疾病和意外伤害，如预防呼吸道感染、胃

肠疾病、跌倒、烧伤、烫伤等，切断病原微

生物入侵机体的途径，有效降低脓毒症发病

风险。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要积极

治疗、严格控制血糖血压，防止并发症成为

引发脓毒症的导火索。最后，还应该避免滥

用抗生素，避免长期使用培养出一些对抗生

素耐药的“超级细菌”，如果这些脓毒症的

“超级帮手”出现，我们在对抗脓毒症的战

斗中就落了下风。

长期 38.5℃以上高烧不退，呼吸憋喘困

难，甚至肺炎、肺水肿，低氧血症，意识异

常、言语错乱、嗜睡等症状都有可能是脓毒

症“抢滩登陆”时身体报警的信号，不可掉

以轻心，发现后应及时就医。

脓毒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救治难度

和费用高，疾病有可能引发各种严重后果，

治疗的效果也和患者的身体情况以及基础

疾病的救治、时机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

一旦发生脓毒症，家属和患者应有充分的

心理准备，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相信患

者家属只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就医、

早治疗”，一定可以战胜这个可怕的敌人，

重获健康。

激素药是一类能够调节人体内分泌

系统的药物，可以模仿或抑制人体自身

产生的激素，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激

素药种类繁多，依据其化学结构和作用

对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皮质类固醇激素  主要用于治疗各种

炎症、过敏、免疫性疾病、肾上腺功能

不足等，常见的有泼尼松、地塞米松、

氢化可的松等。

性激素  主要用于调节性功能、生殖

功能、发育和生长等，常见的有雌激素、

孕激素、睾丸激素等。

甲状腺激素  主要用于治疗甲状腺功

能低下或过高等，常见的有甲状腺素、

甲状腺抑制剂等。

胰岛素  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等，

常见的有人工合成的胰岛素、胰岛素促

进剂等。

生长激素  主要用于治疗生长发育异

常等，常见的有人工合成的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释放激素等。

以上几类激素药均能通过与人体细胞

上的特定受体结合，从而改变细胞内的信

号传导和基因表达，进而影响细胞的分化、

增殖、代谢和分泌等。其效果取决于剂量、

作用时间、作用部位和作用方式等，不同

的激素药有不同的药理特点和适应证。

激素药的功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抗炎  激素药可以抑制炎症介质的合

成和释放，减少炎症细胞的浸润和聚集，

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缓解炎症反应。

激素药常用于治疗各种急性或慢性的炎

症性疾病，如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溃

疡性结肠炎、肾炎等。

抗过敏  激素药可以抑制过敏原和抗

体的结合，阻断过敏反应的发生，减轻

过敏症状。激素药常用于治疗各种过敏

性疾病，如荨麻疹、过敏性鼻炎、过敏

性皮炎、过敏性休克等。

抑制免疫  激素药可以抑制免疫系统

的活性，降低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抑制抗原的识别和呈递，减少免疫复合

物的形成，防止免疫损伤。激素药常用

于治疗各种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

狼疮、多发性硬化、重症肌无力、器官

移植排斥反应等。

调节代谢  激素药可以影响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水和电解质的代谢，

增加血糖、血脂、血压等，改变体重、

体型、体温等。激素药常用于治疗各种

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

肥胖症、低血压等。

总而言之，激素药是一类具有广泛、

强大的药理作用的药物，可有效治疗各

种炎症、过敏、免疫和代谢性疾病，改

善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生活质量。然而，

激素也有其局限性和风险，他们可能引

起一系列的副作用，如皮肤萎缩、骨质

疏松、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此外，

激素药还可能导致激素依赖性，即长期

使用后，人体自身的激素分泌会受到抑

制，停药后会出现戒断症状。因此，激

素药的使用需要遵循医嘱，不能滥用或

长期使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谈激素色变？一文带你了解激素药 
▲ 山东省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邵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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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你做到了吗？
▲ 广西崇左市人民医院   莫永新

健康二字，相比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的日

常生活都围绕着健康二字，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

做到，一大半的人处于健康和疾病的边缘，也就

是亚健康状态。健康指的是生理、心理、社会适

应三个方面均健康的一种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

生病。现代人普遍存在亚健康状态，没有具体的

疾病，但在日常生活中总感到疲乏、失眠等，存

在部分小毛病，一旦发生这些小毛病，就需要积

极调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疾病发生。

健康的重要性

从“三个提前”看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近年来，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

方式发生着较大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

律的作息、缺乏运动等导致人们出现疾病的概

率有所上升：如糖尿病、高血糖、高血脂、高

血压、心脏病、心脑血管病等，严重危害着人

们健康。30 多岁提前得 50 多岁的疾病，使疾

病年轻化；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致使一些男

人生理上、心理上发生很大变化，丧失生理功能；

有些人 40 多岁就英年早逝，给家人带来精神上

的巨大痛苦。这三个提前目前是社会上较为普

遍的现象，尤其是男性要高度重视健康问题。 

从工作看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必

须在工作中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当

工作繁忙时，身体容易累垮。若身体健康遭受

损害，那么工作任务就无法承担，所以身体健

康对于工作来说也十分重要。

从家庭看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倘若你经常

生病，尤其是患有重大疾病的时候，必然需要

家人来照顾，时间一长则会给家庭带来较大的

经济负担，不利于提升家庭生活质量水平的提

高。所以从家庭这一角度看问题，身体健康显

得十分重要，我们应尽可能地保障自身身体健

康发展，提升生活质量，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如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例如熬夜、暴饮暴食、缺乏运动、作息不

规律等等，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常态，极易

引发各种疾病，那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有

益健康的事呢？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心情舒畅时，大脑

会产生一种内啡肽，该物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人体加强免疫力。然而一旦情绪低落时，

有害物质的浓度都将增加，对各种器官的损伤

也会很大。养成广泛的兴趣爱好，积极面对生

活中的问题，保持情绪稳定、愉悦，会减少各

种疾病的发生。

保证充足的睡眠  人在睡眠状态时，身体可

帮助我们进行细胞修复，使我们从白天的疲劳

状态逐渐恢复，所以充足的睡眠十分重要。充

足的睡眠不仅仅是闭上眼睡觉就足够，最佳时

间应在夜间11点前入睡。成年人如果做到睡眠

质量好，6~7个小时就可以，不是说睡得时间长。

坚持早睡早起，拒绝熬夜，养成健康的作息可

防止身体消耗过度。值得注意的是高血糖人群

最好不要饭后立即睡觉，因为此时血液正往胃

部流动，若马上入睡，大脑则会发生缺血等，

需要站起来稍微活动一段时间再入睡。另外，

午觉时间不宜过长，一般20~30分钟即可。

坚持适量的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关键是

适量。一周三次、每次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运动分为无氧运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一般

较为激烈，比如短跑、举重等，长时间的无氧

运动会伤身体，需与其他类型的运动相互结合。

有氧运动则包括快走、慢跑、跳舞、游泳等。

这会消耗比较多的脂肪，也是我们鼓励多做的

一种运动。不经常运动以及肥胖的人群发生高

血糖的概率偏高，而运动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适当的活动和锻炼，例如散步、慢跑等可在极

大程度上改善身体状况，有利于增强机体抵抗

力，从而提高身体素质。运动需注意遵循循序

渐进的原则，避免过度运动。

提供均衡的营养  吃得好不等于吃得营

养，吃得营养不等于营养均衡，营养的最高境

界就是均衡。日常生活中需多摄入蛋白质、维

生素等，做到规律进食，不可暴饮暴食，最好

每餐只吃七分饱，少食多餐。为了预防便秘，

保持胃肠道功能的正常，应少吃油炸食物，保

持清淡饮食，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进食膳食

纤维丰富的食物，另外注意营养摄入要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