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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５月成都
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９６例，根据患者预后分为存活组７１例和死亡组２５例。比较两组
患者临床特征、病原学检查结果及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生率、慢性肾脏病发生率、心脏病发生率、阿尔
茨海默症发生率、创伤／手术史、糖皮质激素使用率、多巴胺使用率、去甲肾上腺素使用率、肺部／胸腔感染发生率、
腹腔感染发生率、血液感染发生率、泌尿系统感染发生率、皮肤软组织感染发生率、其他部位感染发生率、早期目标

导向性治疗 （ＥＧＤＴ）６ｈ复苏液量、重症监护室 （ＩＣＵ）入住时间及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所占比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１ｄ、３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价系统Ⅱ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１ｄ、３ｄ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中心静脉压 （ＣＶＰ）、每搏
输出量 （ＳＶ）、总外周阻力指数 （ＴＰＲＩ）、心脏指数 （ＣＩ）、肺动脉楔压 （ＰＣＡ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１ｄ、３ｄ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左心室做功指数 （ＬＣＷ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ＯＲ＝０９０，９５％ＣＩ（０８７，０９６）〕、ＬＶＥＦ
〔ＯＲ＝０６７，９５％ＣＩ（０６０，０７６）〕、ＬＣＷＩ〔ＯＲ＝０８９，９５％ＣＩ（０８５，０９４）〕是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
后的影响因素 （Ｐ＜００５）。结论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ＬＶＥＦ、ＬＣＷＩ是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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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由于感染引发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可
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严重时会造成患者死亡。目前，

全世界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已成为临床重

症医学研究热点之一，其中约９％的患者会发展为严重
脓毒症，约３％的患者会发展为脓毒性休克［１］。严重脓

毒症／脓毒性休克是急诊科常见疾病，也是重症监护室
（ＩＣＵ）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２］。近年来，随着医

疗技术不断发展，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临床治疗
方法增多，但治疗效果不十分理想，且患者预后较

差［３］。研究表明，根据 Ｆｒａｎｋ－Ｓｔａｒｌｉｎｇ机制，通过心室
扩张保持心输出量可提高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
预后［４］。也有研究表明，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是
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５－６］。

本研究旨在分析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
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５月成都市
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 ９６
例，均符合 《２０１２国际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诊疗
指南》［７］中的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诊断标准。排除标
准：（１）存在颈部、胸部皮肤创伤者；（２）７２ｈ内死
亡者； （３）合并急性心肌梗死、慢性心功能不全者；
（４）体质指数＞４０ｋｇ／ｍ２或 ＜１５ｋｇ／ｍ２者；（５）存在
严重心内分流者。根据预后将所有患者分为存活组７１
例和死亡组２５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临床资料收集　使用标准化病例报告表收集所
有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 （包括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脏病、心脏病、阿尔茨海默

症）、创伤／手术史、糖皮质激素使用情况、多巴胺使用
情况、去甲肾上腺素使用情况、感染类型 （包括肺部／
胸腔感染、腹腔感染、血液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皮肤

软组织感染、其他部位感染）、早期目标导向性治疗

（ＥＧＤＴ）６ｈ复苏液量、ＩＣＵ入住时间及治疗１ｄ、３ｄ急性
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价系统Ⅱ（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８］包括急性生理学评分、年龄评分及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评分越低表明患者健康状况越好。

１２２　病原学检查　入住 ＩＣＵ当天留取病原学样本，
使用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ＶｅｒｓａＴＲＥＫ微生物培养仪进行

血培养、痰培养、引流液培养及脓液、尿液、感染部位

分泌物培养等；使用美国 ＢＤ－ＰＨＯＥＮＩＸ全自动微生物
鉴定／药敏系统进行微生物鉴定和药敏分析。参照 《感

染性疾病微生物学实验室诊断应用指南》中的标准判定

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９］。

１２３　心功能监测　使用持续有创动脉压监测仪监测
所有患者治疗前及治疗１ｄ、３ｄ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
使用深静脉导管持续监测中心静脉压 （ＣＶＰ）；使用
ＷＡ－８２０数字无创心功能检测仪 （Ｄ－ＩＣＧ）测量每搏
输出量 （ＳＶ）、总外周阻力指数 （ＴＰＲＩ）、左心室射血
分数 （ＬＶＥＦ）、左心室做功指数 （ＬＣＷＩ）、心脏指数
（ＣＩ）、肺动脉楔压 （ＰＣＡＰ），均测量３次取平均值。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ＡＳ９１３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
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χ２检验；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
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特征和病原学检查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
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生率、慢性肾脏病发生率、心

脏病发生率、阿尔茨海默症发生率、创伤／手术史、糖
皮质激素使用率、多巴胺使用率、去甲肾上腺素使用

率、肺部／胸腔感染发生率、腹腔感染发生率、血液感
染发生率、泌尿系统感染发生率、皮肤软组织感染发生

率、其他部位感染发生率、ＥＧＤＴ６ｈ复苏液量、ＩＣＵ入
住时间及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所占比例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 １
ｄ、３ｄ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心功能指标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１ｄ、３ｄ
ＭＡＰ、ＣＶＰ、ＳＶ、ＴＰＲＩ、ＣＩ、ＰＣＡＰ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１ｄ、３ｄ
ＬＶＥＦ、ＬＣＷ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２３　影响因素分析　将表１、表２中有统计学差异的指
标作为自变量，将预后作为因变量 （变量赋值见表３）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ＡＰＡＣＨＥⅡ
评分、ＬＶＥＦ、ＬＣＷＩ是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
后的影响因素 （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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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和病原学检查结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ｘ±ｓ，
岁）

基础疾病〔ｎ（％）〕
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

慢性肾脏病 心脏病
阿尔

茨海默症

创伤／手术史
〔ｎ（％）〕

使用糖
皮质激素
〔ｎ（％）〕

使用多巴胺
〔ｎ（％）〕

使用去甲
肾上腺素
〔ｎ（％）〕

存活组 ７１ ４３／２８ ５９７±２１０ ２７（３８０） ３１（４３７） １２（１６９） ５（７０） ２４（３３８） ４４（６２０） ４８（６７６） ５６（７８９）

死亡组 ２５ １３／１２ ６２５±２１２ １１（４４０） １６（６４０） 　 ７（２８０）　 ４（１６０） １２（４８０） １４（５６０） １６（６４０） ２０（８００）

χ２（ｔ）值 １３３ ０５７ａ ０２７ ３０６ １４３ １７５ １５９ ０２８ ０１１ ００１

Ｐ值 ０２５ ０５８ ０６２ ００８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６０ ０７４ ０９１

组别

感染类型〔ｎ（％）〕
肺部／胸
腔感染

腹腔
感染

血液
感染

泌尿系
统感染

皮肤软
组织感染

其他部
位感染

ＥＧＤＴ６ｈ
复苏液量
（ｘ±ｓ，Ｌ）

ＩＣＵ入
住时间
（ｘ±ｓ，ｄ）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病原学检查结果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革兰阳性菌 革兰阴性菌 真菌

存活组 ４０（５６３） １７（２３９） ５（７０） ２８（３９４） ０ １５（２１１） ４２±２９ １０５±５６ ２５６±８２ １８９±７８ ３１（４３７） ５７（８０３） ５（７０）

死亡组 １２（４８０） ６（２４０） ６（２４０） ６（２４０） １（４０） ３（１２０） ４５±２８ １０５±５１ ２９４±５８ ３１８±６８ ８（３２０） ２１（８４０） ５（２００）

χ２（ｔ）值 ０５２ 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９３ ２８７ １０１ ０４５ａ ０００ａ ２３ａ ７３４ａ １０４ ０１７ ３３３

Ｐ值 ０４７ ０９９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３１ ０６５ １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８ ００８

　　注：ａ为ｔ值；ＥＧＤＴ＝早期目标导向性治疗，ＩＣＵ＝重症监护室，ＡＰＡＣＨＥⅡ＝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价系统Ⅱ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１、３ｄ心功能指标比较 （ｘ±ｓ）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１ｄａｙａｎｄ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组别 例数
ＭＡＰ（ｍｍＨｇ） ＣＶＰ（ｍｍＨｇ） ＳＶ（ｍｌ）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存活组 ７１ ６５±９ ７１±９ ７８±７ １０±５ ９±４ １０±３ ３４６±１２３ ３７５±１００ ３８３±５７

死亡组 ２５ ６４±５ ６９±５ ７７±６ 　 ９±５　 ９±３ １０±４ ３５３±１１７ ３４１±１１７ ３６１±３８

ｔ值 ０５３ １０５ １２７ ０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４０ １７９

Ｐ值 ０６０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３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２ ０１７ ００８

组别
ＴＰＲＩ〔ｄｙｎ·ｓ·（ｃｍ５）－１·（ｍ２）－１〕 ＬＶＥＦ（％） ＬＣＷＩ〔ｋｇ·ｍｉｎ－１·（ｍ２）－１〕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存活组 １５５６１±３２５２ １５２００±２１５２ １７５４２±３５１４ ０５９±０１６ ０６５±０１６ ０６３±０２３ ６４１±０６２ ７０１±１７０ ５９６±１６２

死亡组 １４７８５±２８１６ １５５７０±２３２４ １７８９１±３４７３ ０４９±０２１ ０４９±０１１ ０４５±０１５ ４１１±０５４ ５５６±０９７ ４７５±０８２

ｔ值 １０６ ０７２ ０４３ ２４７ ４６２ ３６４ １７６１ ５２０ ４８１

Ｐ值 ０２９ ０４７ 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组别
ＣＩ〔Ｌ·ｍｉｎ－１·（ｍ２）－１〕 ＰＣＡＰ（ｍｍＨｇ）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治疗前 治疗１ｄ 治疗３ｄ
存活组 ３１３±０８０ ３４６±０９９ ３５３±０７７ ９０±５９ １２０±５４ １１１２±２３３

死亡组 ２９２±０５６ ３０３±０６７ ３４５±０５５ ７０±４０ １００±５９ １０５６±３５６

ｔ值 １２１ ２０１ ０４８ １５７ １５５ １８０

Ｐ值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６３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４３

　　注：ＭＡＰ＝平均动脉压，ＣＶＰ＝中心静脉压，ＳＶ＝每搏输出量，ＴＰＲＩ＝总外周阻力指数，ＬＶＥＦ＝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ＣＷＩ＝左心室做功指数，

ＣＩ＝心脏指数，ＰＣＡＰ＝肺动脉楔压；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表３　变量赋值

Ｔａｂｌｅ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变量 赋值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２５分＝１，＜２５分＝２

ＬＶＥＦ ＜５０％＝１，≥５０％＝２

ＬＣＷＩ ＜２０ｋｇ·ｍｉｎ－１·（ｍ２）－１＝１，
≥２０ｋｇ·ｍｉｎ－１·（ｍ２）－１＝２

预后 存活＝０，死亡＝１

表４　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ｓｅｐｓｉｓ／ｓｅｐｔｉｃｓｈｏｃｋ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值 ＯＲ（９５％ＣＩ） Ｐ值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０６８ ０９０（０８７，０９６） ＜０００１

ＬＶＥＦ －０３９ ００６ ３９０５ ０６７（０６０，０７６） ＜０００１

ＬＣＷＩ －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６８２ ０８９（０８５，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之

一，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危及患者生命安全［１０］。研究表明，严重脓毒症／脓
毒性休克患者心功能障碍发生风险升高，会增加患者家

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１１］。因此，快速准确地评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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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病情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
意义。目前，临床用来评估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
者预后的指标较多，但由于其发病机制复杂，故采用单

一指标进行评估的准确性较差［１２］。

ＡＰＡＣＨＥⅡ采用临床常用的急性生理学指标并结合
年龄、慢性健康状况等对疾病严重程度进行量化评价，

能指导临床抢救、治疗，较客观地评价重症患者器官功

能衰竭或死亡风险，是国际通用评价系统，也是临床决

策的辅助工具。ＡＰＡＣＨＥⅡ可较好地判定严重脓毒症／
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但其结果的时效性较差，限制了

其在急诊、急救条件下的使用。左心功能改变是严重脓

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血流动力学改变的重要表现之一，
心室扩张和 ＬＶＥＦ下降是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
早期心功能不全的表现，且 ＬＶＥＦ下降与患者预后不良
密切相关［１３］。纪宗淑等［１４］研究发现，感染性休克患者

行液体复苏时会出现ＬＣＷＩ低下，使用脉搏指示连续心
排血量监测 （ＰｉＣＣＯ）并进行调整可提升左心室心做功
指数 （ＬＶＳＷＩ）和 ＬＣＷＩ，增加心脏做功，有利于改善
患者预后。本研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ＬＶＥＦ、ＬＣＷＩ是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
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８］。

综上所述，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ＬＶＥＦ、ＬＣＷＩ是严重
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但本研究未
进一步分析心室收缩功能与心肌损伤标志物的作用机

制，有待今后进行深入研究完善。

作者贡献：黄鲜、王雪、王平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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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撰写论文，论文的修订，英文的修订，对文章整体

负责，监督管理；黄鲜、杨娇，张丽涓、闫芳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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