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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重症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一旦发生感染性休克，

就会对患者产生较严重的身体损伤，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

命。由于重症肺炎患者的身体免疫力往往相对较低，在治疗

的过程当中，面对细菌的侵袭，其自身抵抗力往往相对比较

弱，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患者的运动中枢会受到极大的限

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血液循环过程发生衰竭，那么就极易

导致重症肺炎患者发生感染性休克，这种感染性休克对于患

者来说，往往发病较快，病因较为复杂，导致患者的生命极容

易受到损伤。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医院急诊科收治的

96 名患者为观察对象，对于诱发重症肺炎患者感染性休克

的各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并简要探究相关的干预措施。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观察对象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医院

急诊科于 2013—2015 年之间收治的发生感染性休克的症状

肺炎患者，本次观察对象共 96 人，对这 96 例观察对象进行

一般材料分析，其中有 64 例男性患者，32 例女性患者，且

这 96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4.75 左右。在本次的实验过程

当中，均采用实验室检查的方法进行对比，关于患者体内白

细胞以及中性粒细胞的上升倾向，需要实施影像学检查，对

不同的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病人进行详细的观察。这 96 例

患者在影像学检查之后，对其进行观察，发现肺部都成片状

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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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分析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对这 96 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研究整理，将患者的各项生命体

征以及相关的临床表现影响因素整理到相关的表格内。然后

对表格内的相关信息进行针对性地分析，并对可能引发患者

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究。这 96
例患者当中，除去性别、年龄等一般材料外，对于他们的身体

状况，营养状况以及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是否存在并发症，有无

慢性疾病和消化道出血等情况进行详细且明确的探究。对于

患者的各器官受累数量以及肺叶受累数量也要进行明确以

及详细记录，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后期的针对性分析。

当然还可以采用计算机的方式检索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医院 2013—2015 年内急诊科进行抢救的这 96 例患者的相

关资料，进而实施统计分析，对于本次计算机检索也要对各

个患者进行相关检查的确诊。相关检查包括实验室检查以及

医学影像学检查。采用计算机回顾性分析，对本次实验的 96
例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以及病死情况进行分析，并从各个方面

总结影响患者抢救成功率的各种因素。

2.3 数据观察指标

对本次实验的 9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之

后，相关的医疗信息也要在医院内部采用计算机的方式进行

检索，详细地记录本次实验所选观察对象的抢救成功率以及

病死率。在进行临床资料采集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临床资料

采集的各个范围，包括性别、年龄、营养状况等，而医疗信息往

往更加针对病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2.4 数据处理方法

在本次的实验当中，采用 SPSS16.0 这一统计学软件对

回顾性的总体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的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的方式进行数据统计学意义分析，当 P<0.05 时，则

说明该实验当中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分析

纵观本次实验的所有数据当中，96 例患者在急诊科进

行抢救时，有 67 例抢救成功的患者，本次实验的抢救成功率

大概在 69%左右，30%的人在本次的实验当中并没有抢救成

功。在对本次实验当中的所有患者进行病死率比较时，不难

发现不同患者之间的病死率不存在任何意义，P>0.05。在对

不同患者年龄脏器受累，营养状况以及消化道出血状况进行

比较时，不难发现，如果患者的年龄在 60 岁以上，脏器的受

累大于等于三个消化道出血现象等等，这些现象非常容易提

高患者的病死率，使它的病死率显著增加，对其进行统计学

分析时，不难发现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4 讨论

对重症肺炎患者的发病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当其发生感

染性休克时，该患者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循环衰竭问题。但

是中毒性肺炎的发生并不区分年龄群体，它可以在各个年龄

阶段发生，而且对人的身体健康影响较大，当然由于老年人

或者患有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相对较差，

所以说发生中毒性肺炎的概率也是更大的。而从另一方面来

看，由于老年人与其他慢性疾病患者，他们的身体素质往往

相对较差，内部器官也存在着退化现象，这就使他们的自身

免疫能力下降，一旦感染病菌，就会极大地增加休克发生的

概率，要想进行急诊重症肺炎患者感染性休克的治疗与干

预，就必须对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干预，加大对其身体保健的

程度，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提高治疗过程当中的治疗效率。

在本次的实验当中对比年龄、性别、器官、肺叶受累情况

及消化道出血情况等多方面的因素，不难发现，要想更好地

减少急诊重症肺炎患者的感染性休克病死率，就必须采取相

对积极的干预措施[1]。在进行患者病情干预时，首先要对病情

有一个充分详细的了解，当然，还要确保患者的补血容量相

对合适，注意生理盐水，抗菌药物等药液的注入情况，根据患

者的血压变化以及对药液的反映情况进行调节。

根据以上叙述内容，可以了解到急诊重症肺炎患者面临

的外界影响因素和自身健康人群的影响相比较会更大，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感染性休克概率以及病死率更高。

而且在对其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导致重症

肺炎患者发生感染性休克，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

所以必须加强对其临床干预措施的分析，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使相关预防措施更加适合重症患者的治疗，降低重症肺炎患

者由于感染性休克而导致的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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