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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急诊医学会儿科学组和中华儿科学

会急诊学组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儿科危重症

研讨会”,于 2000 年 5 月 12 日—15 日在浙江

省宁波市举行。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

区的 21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

文 216 篇 ,34 位代表在大会发言 ,9 位专家做

了专题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们畅所欲

言、讨论热烈 ,显示出浓厚的学术气氛和较高

的学术水平。大会重点讨论了以下几方面的

问题。

1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

SIRS是医学科学发展进入分子生物学

阶段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从疾病的发病机

制和病理生理学角度提出这一概念 ,使我们

对败血症 ( sepsis) 有了更新的认识。败血症

是一组疾病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 ,一旦确定

为 SIRS 就标志着体内的炎症介质已开始大

量释放。若病情进一步发展 ,则有可能导致

多脏器功能障碍 (MODS) 和多脏器功能衰竭

(MSOF) 。早期认别 SIRS 的存在 ,有助于我

们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阻断病变的恶化 ,从而

显著降低危重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报告了重症全身感

染和感染性休克患儿血浆 TNF2α、IL26 等促

炎细胞因子浓度明显升高 ,应用静脉丙种球

蛋白 ( IVIG) 治疗后其浓度明显下降 ,提示

IVIG可通过抑制、中和、封闭炎症介质 ,抑制

促炎性反应。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通过对

26 例危重患儿血清磷脂酶 A2 ( PLA2) 含量、

活性测定发现 ,血清 PLA2 含量与活性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 ;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报告

了危重感染患儿血清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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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STNFRs)含量明显升高 ,并与感染程度密

切相关 ;湖南省儿童医院对 48 例急性危重病

患儿血清电解质、血糖和血乳酸值进行测定 ,

见 SIRS 组血糖和血乳酸显著高于非 SIRS

组。

关于 SIRS 的诊断标准 ,一些代表提出 ,

现有的 4 条标准 (即“两个加快 ,两个异常”)

可能太宽 ,建议加上导致严重感染、缺氧、创

伤等原发病的前提、炎症介质的实验室检测

依据 ,有关 SIRS 的高代谢状态 ,高循环动力

状态实验室指标等。部分代表建议应根据我

国实际情况拟订适合我国国情的 SIRS 诊断

标准 ;大多数代表认为 ,鉴于目前我国各地积

累的经验和资料尚不足。目前仍以使用国外

提出的 4 条标准为宜 ,我们可在此基础上探

索一些与 SIRS、MODS 有关的危险因素 (如

意识改变 ,少尿 ,乳酸酸中毒 ,低氧血症 ,空腹

血糖 ,早期凝血机制障碍 ,C2反应蛋白升高 ,

酶学改变等) ,同时对 SIRS 的分期再进一步

积累经验。SIRS 的治疗一致认为还是以综

合治疗为主 ,即治疗原发病及消除诱发因素 ,

非甾体类药物 (如布洛芬、萘普生) 、皮质激

素、大量免疫球蛋白、小剂量肝素的应用等 ,

须根据患儿不同病情选择方法、用量及疗程。

2 　新生儿急救

211 　高频通气的应用　多数代表认为 ,高频

通气在新生儿期的适应征应是 : ①常规呼吸

机难以维持通气及正常血气 ; ②气漏综合征 ;

③严重肺动脉高压达到体外膜肺指征 ,常规

呼吸机治疗无效者 ; ④支气管镜检查时。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与宁波市妇女

儿童医院报告了高频振荡通气联合低浓度

NO 吸入能够显著降低急性缺氧大鼠肺动脉

高压 ,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212 　NO 吸入和治疗 　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儿童医院通过 3 年临床实践 ,证明 NO

能显著降低肺动脉高压 ,同时对体循环无明

显影响 ,但在 NO 吸入治疗的过程中要注意

肺部不同的病理状态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并发

症 ,尤其要注重心功能和体循环血压。NO

吸入治疗的适应征主要是新生儿持续肺动脉

高压、其中单纯性肺动脉高压疗效最好。有

严重肺疾患者。NO 吸入虽可改善氧合 ,缓

解肺血管痉挛 ,但长期疗效并不满意。

213 　新生儿急救可转运 ,新生儿危重评分标

准应尽早制定 ,以规范和指导新生儿急救和

正确判断预后。

3 　急性肺损伤

江西省儿童医院报告了该院 4 年来收治

的 36 例 AL I 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患儿的呼吸支持治疗情况显示早期使用持续

气道正压给氧 ( CPAP) 的 19 例中 ( AL I 17

例 ,ARDS 2 例) ,2 例死亡 ,存活率为 90 %。

天津市儿童医院也报道了 35 例 ARDS 患儿

应用 CPAP 或呼气末正压 ( PEEP) 治疗 ,结果

存活 30 例 ,死亡 5 例 ,取得了满意疗效。

4 　肺表面活性物质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报告了高浓度氧

所致早产鼠的肺损伤早期肺组织虽然受到损

伤 ,但肺总磷脂及 PS未见明显改变 ,但可伴有

SP2A、SP、BmRNA 水平增高。近年 ,PS 治疗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NRDS) 在我国刚刚起

步。首都儿科研究所报告了 PS治疗 NRDS患

儿肺功能的变化 ,结果表明 PS 能快速有效的

改善 NRDS患儿的肺氧合功能 ,同时也能有效

地改善肺通气功能 ,及时缓解酸中毒 ,可避免

MSOF ,并降低 NRDS的病死率。

此外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窒息新

生儿应用纳洛酮 ;上海儿童医院用触发同步

间隙指令通气和间隙指令通气治疗新生儿呼

衰 ,均取得满意疗效。对中毒性疾病的防治

作了广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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