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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致力于为重症医学从业者和临床医护人员提供系统化、实用化的

重症管理知识体系。本书围绕重症医学核心，深入解析了重症病理生理学、

精准监测技术、呼吸与循环支持、抗感染策略以及镇静镇痛等关键技术，

助力临床医师在复杂环境中迅速掌握重症处理要点。通过分篇结构，书中

涵盖了神经、心血管、呼吸等多系统的急重症管理方法，并对脓毒症、心

肺复苏后管理、电解质失衡等常见急症进行了细致讲解。营养支持、康复

护理等章节提供了系统化的护理干预方案，为临床全面照护提供坚实依据。

本书以实操性为导向，适合重症科室医护人员及高年资医学生，为日常重

症救治与综合管理提供了专业参考和实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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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症医学概论

1

第一篇 重症医学基础理论

第一章 重症医学概论

第一节 重症医学的定义与发展

一、重症医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重症医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虽然在古代没有明确的重症医学概念，但人类对于危重病

患者的救治从未停止过探索。在古代的战争和瘟疫时期，医生们就开始对重伤和重病患者

进行集中救治。战争带来了大量的外伤患者，医生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止血、包扎伤口和

固定骨折。对于那些伤势严重的士兵，他们会提供相对特殊的照顾，比如安置在较为安静

的环境中，给予基本的饮食和水，并且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在瘟疫流行时，医生们意识

到集中治疗的重要性，他们会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他们也会尝

试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如草药疗法、放血疗法等，尽管这些方法在现代看来可能缺乏科

学依据，但在当时却是他们所能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取得了重大发展。

麻醉技术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更加安全和有效，一些原本无法进行的复杂手术得以开展。

然而，术后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促使医生们开始关注患者的术后监护

和治疗。在这个时期，医生们逐渐认识到术后患者需要更加密切的观察和护理，他们开始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如心率、呼吸、血压等，并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这一阶段可以说

是重症医学发展的重要铺垫，为后来重症医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丹麦哥本哈根发生了脊髓灰质炎大流行。这场疫情给当地的医疗系

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患者因为呼吸肌麻痹而面临生命危险。为了救治这些患者，医

生们首次使用了人工呼吸支持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被认为是现代重症医学的开端。在这

场疫情中，医生们使用了“铁肺”等设备来帮助患者呼吸。虽然这些设备存在着体积庞大、

操作复杂等缺点，但它们在当时确实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此后，随着机械通气技术的

不断改进和普及，重症医学逐渐发展起来。

在早期发展阶段，重症医学主要聚焦于呼吸功能的支持和监护。医生们通过气管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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