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中国急诊社区获得性肺炎 

临床实践指南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 

中国急性感染联盟 

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目录/Directory 
 

前言 

疾病基础知识篇-------------------------------------------------------------------------01 

诊断篇----------------------------------------------------------------------------------14 

治疗篇----------------------------------------------------------------------------------24 

预后篇----------------------------------------------------------------------------------40 

 

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前言/Foreword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常首诊于急诊。调查显示，大部分CAP患者在急诊进行 

初始诊断和治疗。急诊CAP的诊治，需在充分评估患者病情 

后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及时准确开始初始经验性治疗。规 

范治疗既能提高患者的诊治疗效，降低死亡率，也能节约有 

限的医疗资源。 

然而，各级医院急诊对于CAP的诊治方案差异较大，从 

而导致治疗效果存在一定差别。为了规范急诊对CAP的诊疗 

行为，提高急诊医疗质量，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特制订 

《急诊CAP临床实践指南》，该指南主要基于以下内容进行整 

理和撰写：(1)国、内外相关指南；(2)CAP临床诊治新的循证 

医学证据；(3)急诊医学及相关专业专家的临床经验等。该实 

践指南将为急诊医生在CAP诊治时提供帮助，规范急诊CAP 

诊治行为，提高急诊诊治CAP的质量。但因指南现有的数据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还需广大急诊医师结合自身临床 

经验，以制定急诊CAP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疾病基础知识篇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是急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但在全球范围内，其

定义、病原学及耐药特点存在地域差异。现就CAP基础疾病知识，如CAP的不同国家的定义，流行病学，不同

地域，不同治疗场所和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的病原学特点及主要病原体的耐药特点做一简要阐述。 

一、CAP相关定义 

CAP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质(含肺泡壁，即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包括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

染而在入院后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临床主要表现为新近出现的咳嗽、咳痰或原有呼吸道疾病症状加重，并出现

脓性痰，伴或不伴胸痛；发热；肺实变体征和(或)闻及湿性啰音；白细胞异常；胸部X线检查显示片状、斑片状

浸润性阴影或间质性改变，伴或不伴胸腔积液。但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的医疗卫生状况，其定义也有

所差异(各国家的定义见：附录-A)1-4。 

二、CAP流行病学特点 

CAP在全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CAP都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下呼吸道感染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感染性死亡原因，每年导致近3500万人死亡，美国CAP

年发病人数约400万。其中，100万人需要住院治疗，平均病死率12%，重症CAP的病死率可高达20％～50％，

用于CAP的直接医疗费用每年高达100亿美元。欧洲地区CAP发病率为1100/100,000，死亡率约4%~48%，每年

带来的治疗支出高达101亿美元。日本每年约有12万人死于肺炎，死亡率为98.4/100,000，位居死亡原因第3位5-12。 

目前国内相关统计资料并不完善,一个常被引用但显然低估的数字是每年有肺炎患者250万人，死亡12.5万

人。我国人口十大死因统计显示：呼吸系统疾病在城市死亡顺位中居第4位，农村居第1位，其中并不包括肺部

恶性肿瘤。主要死亡原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炎13。 

 

三、CAP病理生理特点 

CAP感染通常起源于肺部，主要由细菌感染引起，部分由其他病原体引起。轻度患者通常涉及局部肺组织感

染，而重症肺炎主要是由于病原体侵入肺部造成感染后激活过度炎症反应，炎症反应及肺损伤所致的低氧血症进

一步造成全身多器官功能受损的感染性疾病6。 

CAP和其他感染性疾病类似，主要由病原体、宿主与环境三个要素决定。病原体侵入人体后，是否引起疾病，

主要取决于病原体的致病性(包括侵袭力、毒力因子和毒素等)和宿主的免疫功能。宿主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主要

包括以下三种进程：①正常免疫功能；②过度炎症反应；③免疫抑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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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体的防御机制  

1.1 免疫功能正常的情况 

通常宿主可有效抵御和清除一般入侵的微生物。若病原体的侵袭力、毒力因子、毒素和负荷量有效的抵抗宿

主的免疫防御功能，则可进入体内细胞组织引起感染性炎症。此时，宿主迅速建立特异性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可适时消除感染组织中的病原体，并形成特异性抗体，抵御病原体的再次入侵。病原体侵入人体是否发生感染、

感染后自然经过以及感染后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是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结果1。

 

1.2 过度炎症反应的情况 

病原体侵入人体后，通过不同途径激活炎症细胞，释放炎症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IL-1)、

IL-6、IL-12、IL-18以及干扰素-1(IFN-1)，参与机体防御反应以抵御外来伤害刺激。机体发生严重感染时，可导

致机体炎症反应过强或失控、炎症介质数量不断增加、炎症反应不断扩大，导致体内炎症反应系统和抗炎系统严

重失衡，当超出机体代偿能力时，出现过度炎症反应，引起广泛组织细胞损伤，产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持久强烈的炎症反应导致患者组织器官灌注不足，引起休克、多器

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甚至死亡。若能有效地调节炎症反应，改善器

官功能损伤，可减缓严重感染患者病情恶化，提高患者的生存率15-19。  

1.3 免疫抑制情况 

Bone于1996年提出了著名的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CARS)假说，指出严重感染时也存在免疫抑制，表现为迟发超敏反应丧失、病原清除能力下降和易

发生继发感染。造成免疫抑制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CD4 T细胞、B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凋亡增加；

②T淋巴细胞的无反应；③淋巴细胞亚群功能的转换；④巨噬细胞抗原递呈能力减弱及中性粒细胞表型功能的改

变15-17。 

在不同个体，或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条件下的机体抗感染防御功能的强弱是有差异的。同时，宿主对

某一病原体感染的易感性和感染后病死率明显受遗传因素影响。并且年龄、性别、营养和一般健康状态等，都对

感染易感性产生影响。从宿主环节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患有各种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显著增

加；二是伴随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多医源性因素削弱了宿主的抗感染防御免疫力。这两个原因导致免疫受损宿主

在社会人群和医院患者中的比例增加14。  

2. 重症CAP的病理生理特点 

CAP初始通常为局部的肺部感染，随着全身炎症反应的出现和发展、病原体在体内播散，会累及其他各个器

官系统导致急性器官功能障碍，严重者导致循环障碍。患者易出现脓毒症，后期易导致顽固性低氧血症、难治性

休克和肺炎相关并发症，如MODS、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既往认为重症CAP的发病机制是病原体或毒素直接损

害人体组织器官，造成人体组织器官功能障碍。目前认为重症CAP是一种从局部感染发展为全身性感染的肺部感

染性疾病，可累及全身各脏器系统功能。重症CAP的进展可表现为凝血功能障碍、低血压、微循环障碍，最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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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多器官功能障碍20。如图1： 

 

■图1 重症CAP疾病进展流程图 

重症CAP的病死率较轻中度CAP患者明显增加，死亡原因主要为顽固性低氧血症、难治性休克、MODS、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重

症CAP一旦确诊，应收在重症监护病房（ICU）积极救治。 

四、不同基础情况CAP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 

CAP是肺实质和(或)肺间质部位的急性感染，引起机体不同程度缺氧和感染中毒症状。患者基础情况、病理

生理的特点不同，导致疾病进展及患者治疗结局有所差异。常见因素包括患者年龄、机体免疫功能情况、合并其

他基础疾病等。  

1. 年龄因素(老年或儿童患者) 

婴幼儿、儿童和老年是肺炎的易感人群。这两类患者的免疫系统常发育未成熟或逐渐减退，其生理功能及基

础状况不佳，往往患者的预后差14。  

1.1 婴幼儿和儿童期 

由于儿童期，特别是新生儿、早产儿，许多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尚不完善，对于药物毒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的耐受程度较成人相对较低，因此，临床上在诊断、处理儿童期，特别是婴幼儿期患者的感染性疾病时，应当考

虑到儿科患者与成人的异同点。如婴幼儿和儿童，体温调节功能不完善，患儿体温骤升至≥40℃相当常见，而一

些早产儿、体弱、营养不良的婴幼儿也可能出现体温过低现象；婴幼儿和儿童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中枢神经

系统等发育尚未完善，在发生严重感染，特别是发生SIRS情况下，容易出现MODS，并且疾病进展迅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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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危及患儿生命；婴幼儿和儿童的肝肾功能不够成熟，用药需谨慎，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肝、肾和其他器

官系统功能14。  

1.2 老年患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组织器官功能逐渐退化，老年人小气道杯状细胞数量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多，分泌亢

进，黏液分泌增多，同时黏膜纤毛运动减弱，气管壁、肺组织的弹力减弱，使气管腔内的分泌物排出不畅，容易

产生黏液潴留；喉、咽腔黏膜萎缩，感觉减退，容易引起吞咽障碍，使食物呛入呼吸道，口咽部的定植菌也随之

进入下呼吸道器官，患者应激能力减弱，不能抑制入侵细胞的病原体生长，从而使整个肺部受累；老年人因胸腺

功能退化，胸腺激素减少，免疫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另外，老年人对外界病原体刺激反应性低，同时，

肺净化功能减退，导致老年人肺炎的症状体征不典型。老年人各脏器基础功能较差，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血

流灌注不足，一旦出现肺炎很容易造成多脏器功能障碍，常见的有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等21。所以，

老年CAP患者应及早采取积极措施控制感染，重视早期表现，及时处理原发病，消除各种诱因，提高抢救的成功

率。  

2. 妊娠因素 

由于妊娠期患者生理状况与普通成人患者有所不同，临床医生可能会面临两种情况：一是妊娠期的生理改变

会使呼吸临床表现更为复杂，这些复杂的临床表现影响疾病及时诊断；妊娠期的生理改变是否会使疾病的临床表

现不典型，并因此影响疾病的及时诊断；二是各种检查诊断技术应用及治疗药物是否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的影响。 

妊娠期呼吸生理变化：肺活量下降4%~5%，功能余气量下降10%~25%，分钟通气量增加30%~50%，以及

肺弥散功能正常或轻微升高22-24。功能余气量下降是由于妊娠期特别是中晚期，随着子宫增大，孕妇横膈升高时

肺活量下降24。分钟通气量增多则是由于孕妇代谢增高，潮气量增大，以及孕激素分泌增多所致22-24。由于胎儿

生长以及子宫增大，孕妇呼吸和心脏负荷增加使机体代谢增加，孕妇氧耗量可增加20%，氧需求增大必然导致通

气量增加22。孕激素对呼吸中枢有刺激作用，使孕妇呼吸幅度增加，潮气量增加40%，但不增加呼吸频率23。分

钟通气量增加表现为动脉血气分析PaO2略高于正常，PaCO2略低于正常，后者是肾脏启动代偿机制以缓解呼吸

性碱中毒，HCO3
-排出量增加，动脉血HCO3

-可低于正常。决定肺弥散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肺循环血量。妊娠

期心脏做功增强,心排出量增加,肺循环血量增多,肺弥散功能略有增加；但妊娠期往往存在稀释性血红蛋白浓度下

降，影响肺弥散功能。因此，妊娠期妇女肺弥散功能可正常或轻微升高24。  

3. 机体免疫功能缺陷情况 

免疫缺陷(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是一组由于免疫系统某个或某些环节异常所致的免疫功能不全而引

起的疾病。患者年龄增高、患恶性肿瘤、使用化疗药物、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或激素使患者易产生免疫功能下降，

继而机体易出现免疫缺陷的情况。而免疫功能的改变与感染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免疫缺陷的患者易发生各种

感染，呈现反复频繁发作，或病情加重或呈慢性持续状态。免疫缺陷患者可能发生多种病原体的混合感染，例如

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感染。通常免疫缺陷主要分为原发性免疫缺陷(又称先天性免疫缺陷)和继发性免疫缺

陷(又称后天性免疫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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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 PID)是先天性的，出生时就存在的疾病，常伴有

组织器官的发育畸形，故又称为先天性免疫缺陷病。PID多数为遗传性缺陷引起。严重免疫缺陷病的患者不能成

长到成年即死于各种感染。PID分为5大类，最多见的是抗体免疫缺陷，约占PID的50%，其他为细胞免疫缺陷

(20%)、联合免疫缺陷(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联合缺陷)(18%)、吞噬细胞缺陷(10%)和补体系统缺陷(2%)。PID在

肺部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感染，良性淋巴组织增殖综合征和恶性肿瘤也比较常见。其他少见的症状

主要有肺水肿、肺栓塞、药物相关疾病和移植相关肺部疾病25,26。 

另外，年龄是原发性免疫缺陷的重要特点。原发性免疫缺陷多发生在儿童，在婴儿或儿童期即可开始出现反

复感染。6个月以下婴儿多为T淋巴细胞缺陷，较大年龄的儿童则可能有抗体缺陷。免疫缺陷的婴儿常发生严重

的病原体感染，迁延不愈，反复出现，如慢性支气管炎及肺炎等25,26。  

3.2 继发性免疫缺陷 

继发性免疫缺陷病(Second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SID)是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的免疫功能低下，常见

原因包括物理因素(如放射线照射)，化学因素(如免疫抑制剂和某些抗生素的应用)，生物因素(如病毒感染)等，营

养不良、大型外科手术或创伤引起的蛋白合成不足或消耗过多、肿瘤、脾切除、中毒等病理状况及妊娠、老年等

生理状态也是发生继发性免疫缺陷的常见原因14。 

继发性免疫缺陷病远比PID常见，发病者不局限于儿童，但免疫缺陷的程度较轻，常常只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免疫功能低下，多数是暂时性的，消除病因后能自我恢复。相对于PID，继发性免疫缺陷较易纠正。但放射线照

射引起的造血系统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吞噬细胞及淋巴细胞长期处于低下水平，难以纠正。 

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引起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属于感染性疾病，也可列为特殊类型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病，是

由于CD4T淋巴细胞受到病毒的持续性损伤所致。HIV感染后，CD4细胞数目不断减少，淋巴组织结构逐渐破坏，

最终导致严重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缺陷14。在临床上，一部分HIV病人是由于并发卡氏肺孢子虫肺炎而就诊于急

诊，随后检查确诊AIDS。 

总之，不论是儿童或成人，如反复发生严重或罕见病原体的感染均应考虑免疫缺陷病。发生在幼儿的免疫

缺陷病通常是遗传性的，询问家族史并进行家系调查可能发现重要线索。对成人反复发生的慢性感染一般首先考

虑继发性免疫缺陷。根据病史，是否有用药史、辐射或毒物接触史和手术史(如脾切除、扁桃体切除或阑尾切除)

可推测继发性免疫缺陷的存在。  

4. CAP对全身各系统的主要影响 

当CAP发生时，炎症介质的产生以及病原体的播散不但可以造成呼吸系统的损伤，也可导致远隔器官的损害。  

4.1 呼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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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如革兰阴性杆菌进入肺组织后，释放毒力因子(包括内毒素和外毒素)，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单核巨噬

细胞系统首先被激活，释放多种前炎症因子，进一步激活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释放炎症介质，引起

肺部炎症反应。前期释放的炎症因子主要包括IL-1β、TNF-α，二者相互诱导进而促使C5a、FDP、花生四烯酸代

谢产物、TXA2和IL-8等趋化引子的产生，使外周血的炎症细胞在肺内聚集。前炎症细胞因子与白细胞表面配体

SLE结合，使白细胞进一步黏附于内皮表面，在IL-8等趋化因子作用下，白细胞向肺间质及肺泡浸润启动并加重

肺损伤。病原体的毒力因子并非直接引起病理损伤，而是通过宿主释放的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导致肺泡毛细血

管膜损伤，抑制肺表面活性物质形成，引起肺水肿，造成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27。  

4.2 中枢神经系统 

重症CAP患者可引起肺内动静脉分流及通气/血流比例失调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且常伴有明显的呼吸窘迫

症状及血液动力学不稳定，从而造成脑细胞严重缺氧和供血不足。出现嗜睡或烦躁不安或昏迷、惊厥。缺氧性脑

病起病急、病情凶险，往往与多种合并症交错出现，相互影响，使病情更为复杂，增加患者病死率28。  

4.3 循环系统 

重症肺炎产生的炎症介质以及病原体直接损伤心肌细胞导致心肌细胞非特异性坏死，或者心肌抑制导致心脏

泵功能受损。炎症介质引起血管的舒缩功能失调，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进而导致循环的再分布。  

4.4 血液系统 

 

重症CAP过度的炎症反应易引起患者的免疫功能损伤，可能继发引起免疫细胞缺乏，如中性粒细胞缺乏。同

时，若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炎症的症状和体征常不明显，病原体及感染灶也不明确，发热可能是严重潜在感染的

唯一征象，感染相关死亡率高。通常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者的感染症状不典型。感染的发生、严重程度及临

床过程与中性粒细胞缺乏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相关。通常对于新发的肺部浸润或低氧血症，或有潜在慢性肺部疾病

的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患者通常为高危患者29。 

严重感染可导致血小板减少，凝聚功能障碍，从而导致凝血功能异常，严重感染时炎症介质损伤血管内皮细

胞，激活凝血系统，严重者诱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4.5 代谢紊乱 

4.5.1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 

急性重症肺炎患者呼吸频率增快，在氧交换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合并呼吸性碱中毒。肺实变严重的患

者合并低氧血症，可并发代谢性酸中毒。根据患者的基础情况不同，可发生多种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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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钠血症一般出现在重症CAP阶段，通常会导致患者出现心肌梗死，增加中老年人的死亡率30。 

 

4.5.2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对CAP的易感性增加，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较高，糖尿病患者患CAP进展为重症CAP的几率

明显增加，并且临床表现不典型，延误诊治的几率较高，预后较差，需要引起临床的重视。糖尿病易合并肺

部感染的原因表现为：①免疫功能低下；②呼吸道机械清除和防御能力下降，有利于细菌的入侵和繁殖；③

糖尿病患者由于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有利于细菌生长和繁殖；④在高血糖状态时，血浆渗透压升高，延缓淋

巴细胞分裂，抑制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系统的吞噬功能，进一步加大肺部感染的概率；⑤老年糖尿病患者

低氧血症使肺毛细血管床减少，肺表面活性物质减少，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更易导致肺部感染。因此，

加强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可以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31。 

  

4.6 消化系统 

呼吸衰竭患者常合并消化道功能障碍，表现为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甚至出现胃肠黏膜糜烂、坏死和出血

等。缺氧还可直接或间接损害肝细胞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上升。若缺氧能够得到及时纠正，肝功能可逐渐恢复正

常14。  

4.7 泌尿系统 

严重感染时，炎症介质和肾毒性物质损伤肾小管细胞和肾实质细胞，肾皮质、髓质血流再分布等改变造成肾

功能不全，临床可表现为尿量、血清肌酐值改变14。  

4.8 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例如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继发性甲状腺功能低下，抗利尿激素异常分泌综合征，也常常发生于

重症CAP的患者，目前很少引起临床的普遍重视。 

总之，应重视并发症及并发症的识别和处理，这将改善患者预后。 

五、不同情况下CAP病原学特点 

不同人群感染不同病原体的几率不同。CAP的病原体包括细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等。常见的细菌包括肺

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等。非典型病原体包括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常见病毒

包括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EB病毒和腺病毒14,32。  

1. 不同疾病严重程度CAP患者病原学特点 

刘又宁等33进行的一项我国城市成人CAP病原学调查发现，肺炎支原体(20.7%)超过了肺炎链球菌，成为成

人CAP的首要致病原，其后依次是肺炎链球菌(10.3%)、流感嗜血杆菌(9.2%)、肺炎克雷伯杆菌(6.1%)、嗜肺军

团菌(5.1%)、金黄色葡萄球菌(3.8%)等。细菌合并非典型病原体的混合感染占10.2%。陈旭岩等34对北京地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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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科成人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现状和致病原进行过调查，针对细菌的培养检测发现最常见

的是流感嗜血杆菌(24.2%)、肺炎链球菌(22.7%)、肺炎克雷伯杆菌(13.6%)，未进行非典型病原体检测。有研究

发现35，随着病情严重程度的改变，肺炎链球菌和混合感染的检出率上升。

2. 不同临床特点或合并不同基础疾病患者CAP患者的病原学特点 

不同临床特点或合并不同基础疾病CAP患者，其病原学也呈现不同特点，治疗时应予考虑。合并支气管扩张

等结构性肺病患者，铜绿假单胞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常见病原体；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伴/或吸烟患者，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卡他莫拉菌是主要病原体；对于存在误吸危险因素及肺脓肿、支

气管阻塞患者，常合并厌氧菌感染2,36。  

3. 不同年龄CAP患者的病原学特点 

不同年龄CAP患者的主要病原学特点有所不同。病毒是婴幼儿CAP常见病原体，也是儿童CAP患者区别于

成人的重要特征；儿童CAP常见的细菌病原体以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埃希菌等为主；非典型病原体

是儿童CAP的重要病原体，较成人CAP患者比例高。成人CAP主要病原体以非典型病原体、肺炎链球菌和混合

感染为主；老年(≥65岁)CAP主要病原体以肺炎链球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等为主(具体内容见附录-B)37-39。  

4. 不同季节CAP患者的病原学特点 

季节亦是影响病原体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流感病毒所致CAP在冬季高发，

肺炎衣原体与军团菌属散发感染无明显季节性差异，但军团菌属的暴发流行常在夏季，肺炎支原体一般秋冬季节

高发。肺炎支原体流行性较明显，约3～6年流行1次，流行年份的发病率约是非流行年份发病率的数倍40-42。  

5. 不同治疗场所CAP患者的病原学特点 

不同治疗场所CAP患者，其病原体也呈现不同特点(见表1)：(具体内容见附录-C) 

 

 

 

 

■表1 我国不同治疗场所常见病原学特点2,34-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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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AP常见病原体耐药趋势 

国内外耐药监测研究显示，肺炎链球菌对β-内酰胺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率均有上升趋势44-50。我国肺炎

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率近几年始终较高46。调查2012年我国11家医院成人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病原

体的耐药性，按照肺炎链球菌口服青霉素的折点标准，56.7%的肺炎链球菌为青霉素不敏感菌株(Penicillin Non 

–susceptible Streptococcus Penumoniae, PNSSP)，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的耐药率超过90%，对口服头孢

菌素的耐药率为39.9%~50.7%。PNSSP对头孢曲松、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克洛、头孢呋辛的耐药率显著高

于青霉素敏感菌株(Penicillin Susceptible Streptococcus Penumoniae,PSSP)51。2013年中国CHINET细菌耐药

性监测报告显示：成人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及克林霉素的耐药率仍然在85%~90%，对氟喹诺酮的耐药率低于

5%52。

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率较高，耐药形势更为严峻42,53-55。肺炎支原体对

大环内酯类的耐药率高，近几年的耐药率达95%以上53。最新我国北京地区成人CAP肺炎支原体耐药情况的多中

心调查显示：肺炎支原体对红霉素的耐药率达71.7%，未发现喹诺酮及四环素类药物耐药的菌株(具体内容见附

录-D)54。 

七、CAP常见病原体耐药机制 

自然界中，细菌普遍存在耐药的情况。然而，细菌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除本身的突变外，还与机体自身对

病原体的清除有直接关系。当患者基础状况差，免疫功能降低时，机体自身不能有效清除病原体，导致部分耐药

病原体能继续生存；而耐药病原体可能正是通过这种机体的筛选，不断增殖，进而耐药菌株逐渐增加。其中，常

见病原体的耐药机制如下： 

1.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的主要耐药机制：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机制包括：(1)核糖体靶位点的

改变；(2)主动外排机制增强。(具体内容见附录-E)56-59 

2.肺炎链球菌对β-内酰胺类的主要耐药机制：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机制主要为青霉素结合蛋白(Penicillin 

-Binding Proteins,PBPs)编码基因突变导致其与抗生素的亲和力下降，从而产生耐药情况。(具体内容见附录

-F)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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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药物的主要耐药机制：与β-内酰胺类相比，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药物的耐药发生率较

低，但目前也呈上升趋势，其耐药机制主要gyrA和/或parC基因突变，以及MDR克隆的传播。(具体内容见附录

-G)60,61。 

4.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的主要耐药机制：我国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耐药与23SrRNA突变密切相关。其耐

药机制主要包括：A2063G、A2064G、A2063C突变；其中A2063G、A2064G突变与高水平大环内酯耐药相关。

(具体内容见附录-H)59,62。 

5.多重耐药的非发酵菌和肠杆菌属的耐药机制：(1)药物钝化酶的产生；(2)抗菌药物外排系统；(3)细胞外膜改变；

(4)靶位改变。(具体内容见附录-I)63。 

 

总之，通过对CAP相关定义、流行病学特点的不断深入和了解，并掌握CAP的主要病原学及耐药特点，对

指导急诊对CAP的规范化诊治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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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 

不同国家对CAP的定义 

我国1999年CAP诊治指南(草案)和2006年CAP诊治指南对CAP的定义：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质(含肺泡壁，即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包括具有

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在人院后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出现下列征象中1项或以上者可诊断为重症肺炎，需密切观察，积极救治，有条件时，建议收住

EICU治疗：(1)意识障碍；(2)呼吸频率≥30次/min；(3)PaO2<60mmHg， PaO2/FiO2<300，需行机械通气治疗；(4)动脉收缩压<90mmHg；(5)并发脓毒性休

克；(6)X线胸片显示双侧或多肺叶受累，或入院48h内病变扩大≥50％；(7)少尿：尿量<20ml/h或<80ml/4h，或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需要透析治疗。 

2009年由英国胸科协会(British Thoracic Society,BTS)发布的成人CAP指南对CAP是按照患者治疗场所，分为社区和住院的CAP进行相关定义。社区的

CAP的定义为：急性下呼吸道疾病症状(咳嗽和至少一个其他下呼吸道症状)，胸部检查出现新体征，至少出现一个以下全身性特征(出汗、发热、寒战、疼痛

和/或体温≥38℃)，除外其他病因，需以CAP进行抗菌治疗。住院的CAP的定义：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症状和体征，同时胸部X线出现新发阴影(排除肺水肿和梗

塞)，患者住院的主要原因是诊断为肺炎。 

2011年欧洲呼吸学会和欧洲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学会联合发布《成人下呼吸道感染诊治指南》中，疑似CAP的定义：咳嗽并且伴有至少一个新出现的肺

部症状：发热超过4天，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并且除外其他病因。确诊CAP的定义：患者除伴有疑似CAP症状外，同时胸部X线出现新发阴影。老年患者急

性起病并出现肺部阴影需除外其他病因。 

附录-B 

不同年龄CAP患者病原学特点 

 

 

附录-C 

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为我国急诊重症CAP最常见致病菌。一项对2008年6月至2010年5月急诊科就诊的217例重症CAP患者进行的病原体调查研

究，结果显示，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为最常见致病菌，检出率分别为24.2%和22.7%，肺炎克雷伯菌13.6%，金黄色葡萄球菌9.1%，大肠杆菌6.1%，

以上菌株占分离全部菌株的78.1％，基本符合CAP的病原学特点，铜绿假单胞菌仅占4.5％。该研究未调查非典型病原体的检出情况。 

门诊、住院和ICU不同治疗场所中，肺炎链球菌和非典型病原体依然是CAP的最主要病原体。一项对纳入的1996年11月至2008年7月的3524例CAP患

者(15%门诊患者，85%住院患者)进行流调研究显示，门诊CAP患者的病原学主要以非典型病原体、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非典型病原体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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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36%，其中肺炎支原体17%、肺炎衣原体6%、军团菌属6%，肺炎链球菌检出率为35%，流感嗜血杆菌5%，金黄色葡萄球菌1%，铜绿假单胞菌1%，病毒

9%，混合感染9%。 

住院CAP患者病原学以肺炎链球菌为主，占43%；非典型病原体次之，占16%，其中肺炎支原体3%、肺炎衣原体3%、军团菌属8%；混合感染13%。

其他病原体还包括，流感嗜血杆菌5%，金黄色葡萄球菌2%，铜绿假单胞菌4%，卡他莫拉菌0.4%，革兰阴性杆菌2%，病毒12%。 

ICU CAP患者病原学仍以肺炎链球菌为主，占42%；非典型病原体14%，其中肺炎支原体2%、肺炎衣原体3%、军团菌属8%；混合感染比例明显增加，

占22%。其他病原体还包括：流感嗜血杆菌3%，金黄色葡萄球菌2%，铜绿假单胞菌5%，卡他莫拉菌0.4%，革兰阴性杆菌1%，病毒4%。 

附录-D  

CAP常见病原体耐药趋势  

1. 肺炎链球菌耐药趋势 

国内外耐药监测数据显示：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药物体外耐药率呈增高趋势。美国SENTRY历经14年对18911株肺炎链球菌的耐药监测数据显示：

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的不敏感率已从1998年的18.8%上升到2011年44.8%。2004~2005年间对15个欧洲国家分离自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1974株肺炎

链球菌进行的调查也显示：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的平均耐药率为24.6%，其中，最低为挪威的6.9%，最高则为希腊的57.1%。而许多亚洲国家的肺炎链球菌

分离株对红霉素的耐药率更是明显高于西方国家。2008~2009年亚洲11个国家60家医院2184株肺炎链球菌的ANSORP监测显示：该菌在亚洲国家对红霉素

的耐药率已从1996~1997年间的46.1%，显著增加到2008~2009年间的72.7%。其中，下列国家和地区的分离菌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率尤其更高。例如：

在2008~2009年间，其在中国的耐药率为96.4%，台湾为84.9%，越南为80.7%，而韩国则为77.7%。2013年中国CHINET细菌耐药性监测报告显示：成人肺

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及克林霉素的耐药率仍然在85%~90%，应引起广大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SENTRY14年监测结果同样发现肺炎链球菌对β-内酰胺类药物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2011年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耐药率已达18.9%，青霉素

MIC≥4μg/ml(14.8%)，对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已达11.7%，而这些药物在1999年的耐药率尚未达到5%。 

王辉教授等对2012年我国11家医院成人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耐药性进行分析，按照肺炎链球菌口服青霉素的折点标准，56.7%的肺炎链球

菌为青霉素不敏感菌株(PNSSP)，肺炎链球菌对口服头孢菌素的耐药率为39.9%~50.7%。PNSSP对头孢曲松、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克洛、头孢呋辛的

耐药率显著高于青霉素敏感菌株(PSSP)。我国连续5年的Mohnarin耐药监测显示：肺炎链球菌对头孢呋辛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2011~2012年最新监测结果

中肺炎链球菌对头孢呋辛耐药率已达69.6%。 

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始终较低。王辉教授研究中肺炎链球菌对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1.3%和0.8%。2013年CHINET

耐药监测儿童患者中PSSP对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0.3%和0.2%，PRSP对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未见耐药情况出现。成人患者中PSSP对

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2.5%和1.5%。  

 

2. 非典型病原体耐药趋势 

在非典型病原体检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内多个学者报道，无论儿童或成人，我国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率均较高。Cao等对356例患者

病原体进行分离检测。其中，69%的肺炎支原体对红霉素耐药，而这些对红霉素耐药的肺炎支原体菌株同样表现出对克拉霉素交叉耐药情况。Liu等对国内53

株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情况分析发现，83%对红霉素或克拉霉素耐药。同时，对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支原体显著延长患者发热时间和抗菌药物

使用时间，增加患者治疗费用。尹玉东等收集2010年9月至2012年6月北京地区3家医院就诊的CAP患者，采集咽拭子进行肺炎支原体培养。对分离到的肺炎

支原体菌株进行体外药敏试验及对大环内酯类耐药相关基因突变位点检测。结果321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共分离出肺炎支原体53株，其中红霉素耐药38株

(71.7%)；阿奇霉素耐药株32株(60.4%)；未发现对喹诺酮及四环素类药物耐药的菌株。 

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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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耐药机制研究 

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耐药主要通过核糖体靶位改变和主动外排机制。由ermB基因介导的核糖体靶位改变不仅对大环内酯类高度耐药(红霉素

MIC≥64μg/ml)，对林可酰胺类和链阳霉素B也存在交叉耐药(MLSB耐药)，又分为结构型耐药(cMLSB)和诱导型耐药(iMLSB)。mefA基因介导的主动外排仅对

14、15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对16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克林霉素和链阳霉素敏感。 

通常，由mefA介导的低水平耐药是美国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的最普遍类型，在欧洲、南非和亚洲国家，则以由ermB介导的高水平耐药更为常见。

但在美国，由ermB基因介导的耐药最近也逐渐增多，以致其导致的耐药率已接近于由mefA和ermB基因介导的耐药率。我国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的erm

基因介导的靶修饰作用和mef基因介导的外排泵机制的共同作用，是主要的耐药机制。不同地区有所差异。 

我国一项对82株对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机制研究显示： ermB基因介导的靶位改变是成都地区肺炎链球菌的主要耐药机制。而我国江浙

地区一项对31株肺炎链球菌临床分离株耐药表型研究显示：erm基因介导的靶修饰作用和mef基因介导的外排泵机制的共同作用是主要的耐药机制。 

附录-F 

肺炎链球菌对β-内酰胺类耐药机制研究 

肺炎链球菌细胞壁的青霉素结合蛋白(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s, PBPs)突变，导致其对青霉素的亲和力下降，是肺炎链球菌产生青霉素耐药的主要机

制。在PBP1a、PBP1b、PBP2x、PBP2a、PBP2b以及PBP3等6种青霉素结合蛋白中，青霉素低水平耐药与PBP2b和PBP2x突变有关，合并PBP1a突变导

致青霉素高水平耐药。青霉素耐药是由细菌种内或种间基因转移所致的PBP基因突变引起的，这种现象对于S.mitis和S.oralis等共生链球菌尤其明显。而基因

转移的结果就是导致了肺炎链球菌PBPs嵌合基因序列的产生。一些青霉素耐药的国际克隆如 Spain23F-1、Spain6B-2等的PBPs嵌合基因序列，即被认为是

起源于耐药的共生链球菌。murM基因在PBP2b、PBP2x、PBP1a基因突变的基础上导致肺炎链球菌对头孢噻肟、头孢曲松高度耐药。非PBP耐药机制如ciaH

因子(跨膜组氨酸蛋白激酶)、cpoA(糖基转移酶)也参与青霉素耐药。 

 

附录-G 

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药物的耐药机制研究 

肺炎链球菌DNA解旋酶(GyrA，GyrB)和拓扑异构酶Ⅳ(ParC，ParE)分别在DNA超螺旋结构以及染色体的解离中发挥重要作用。氟喹诺酮可以与这些蛋

白中的靶点相结合，从而抑制肺炎链球菌DNA的合成。环丙沙星作用于拓扑异构酶Ⅳ( ParC)，莫西沙星和左氧氟沙星作用于拓扑异构酶Ⅳ外，还可作用于

DNA解旋酶，产生初始杀菌效应，因此，莫西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对拓扑异构酶Ⅳ突变所致的传统氟喹诺酮耐药的肺炎链球菌仍保持很高活性。 

与β-内酰胺类耐药机制不同，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产生耐药主要是由于此类药物结合位点的改变，而这一改变是由位于gyrA和/或parC的喹诺酮耐药

决定区(Quinolone Resistance-Determing Region, QRDR)内自发突变的累积造成的。此外，药物外排泵的过度表达也是细菌对氟喹诺酮产生耐药的机制之一。

与β-内酰胺类药物不同，基因重组在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发生耐药机制中的作用并不明确。 

附录-H 

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耐药机制研究 

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是核糖体23SrRNA  V区中心环核苷酸序列点突变，从而导致抗生素与核糖体亲和力下降引起耐药，

A2063G和A2064G基因点突变是最常报道的基因突变位点，A2063C等突变也有报道。A2063G位点突变的耐药株对红霉素、阿奇霉素为高水平耐药

(MIC≥16μg/ml)，交沙霉素为低水平耐药(MIC<16μg/ml)。A2064G位点突变和A2063C位点突变的耐药株对红霉素、阿奇霉素、交沙霉素均为高水平耐药。

不同核苷酸点突变所引起的大环内酯类耐药水平也有细微差别，A2063G所引起的耐药主要是针对14环和15环大环内酯，而A2064G位点突变可引起16环大

环内酯类的高水平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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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多重耐药的非发酵菌和肠杆菌属的耐药机制:  

(1) 药物钝化酶的产生：一般产生β-内酰胺酶，多集中在壁膜间隙，导致β-内酰胺类药物酰胺键断裂而失去抗菌活性。临床中发现的β-内酰胺酶已有数百

种，Bush、Jacoby 和  Medeiros基于酶的功能特点对β-内酰胺酶进行分类，该分类同时合并了之前的Ambler分类方式，并解释β-内酰胺酶的主要特点及水

解活性。β-内酰胺酶的产生是G -菌对β-内酰胺类药物耐药的主要原因，不同β-内酰胺酶具有不同的作用底物、抑制剂及基因同源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

属于A组β-内酰胺酶，产ESBL菌株在肠杆菌中较为常见，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产ESBL肠杆菌的检出率逐渐增加，其基因类型也发生了改变。 

  

Ambler相关β-内酰胺类酶的分类方式 

 

 

β-内酰胺酶的主要特点及水解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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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菌药物外排系统表达：多重耐药的非发酵菌和肠杆菌属对多种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与自身过度表达的外排系统活性以及孔蛋白缺失或表达降低有关。

目前，已发现多种编码外排系统特性的质粒和染色体，共分为5类：MATE类，MFS类，SMR类，RND类和ABC类。 

外排系统分类及相关作用底物的特点 

 

 

(3) 外膜改变：抗菌药物进入致病菌细胞的过程中，孔蛋白通道和其他外膜孔蛋白(OMP) 发挥重要作用。致病菌外膜对亲水性药物通透性低，实际上提高了

抗微生物药物的内在耐药性。研究显示，即使是具有高抗假单胞菌活性的β-内酰胺药物，其活性也能因为OMP的缺失而受到影响；另外，由于大多数通道孔

蛋白无特异性，因此，其他较小的亲水性药物(如四环素类、氨基糖苷类和氯霉素)的活性也可能受到影响。  

(4) 靶位改变：①青霉素结合蛋白(PBP)改变，如铜绿假单胞菌PBP的改变在β-内酰胺类耐药性中起到的作用。假单胞菌属中存在多种PBP，研究显示，抗假

单胞菌头孢菌素类与PBP3结合，碳青霉稀与PBP2结合。②gyrA和parC基因改变，据报道，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属某些种对喹诺酮类耐药主要由喹诺酮

耐药区域 gyrA和parC基因替换导致靶点改变而造成，这些改变使喹诺酮与酶-DNA复合物结合的亲和力降低。③16S rRNA甲基化，许多产氨基糖苷菌表达

rRNA 甲基化酶，该酶能够对抗菌药物结合部位的16S rRNA进行修饰，在革兰阴性病原体(包括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属)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氨基糖苷类耐

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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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篇 

CAP患者是急诊留观、急诊住院和EICU收治的主要对象。急诊医师应早期诊断CAP、准确进行危险分层、

给予及时治疗。根据CAP的严重程度分区处置是急诊CAP诊治的重点。 

本篇就急诊CAP的临床诊断思维，急诊CAP的临床诊断流程，临床诊断标准，包括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

进行判定的评估标准及内容等问题做一简要阐述。 

一、急诊CAP的诊断临床思维 

急诊医师诊断CAP需养成全面临床诊断思维，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对CAP的初始诊断，即判断患者是

否为CAP；(2)基础条件诊断，即诊断患者是在何种基础状态下的CAP；(3)器官功能评价诊断，即从整体评估患

者的CAP病情严重程度。同时，要注意排除属于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管控的传染性肺炎。  

1. 首先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常规检查，进行急诊CAP临床诊断(初始诊断) 

第一步明确是否存在肺炎。肺炎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新近出现的呼吸系统及全身的感染症状与体征

等)、实验室检查[如血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等]及

胸部影像学检查(肺部渗出性病灶)等来判断1。  

2. 综合评价患者基础情况、临床特点进一步进行急诊CAP临床诊断(基础条件诊断) 

 

综合评价考虑患者的基础情况、临床特点进行相关诊断，此层面诊断有助于判断急诊CAP的发生、发展的趋

势及预后。部分急诊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无咳嗽、咳痰或白细胞计数升高，约30%患者(老年患者居多)在入

院时并无发热2。老年患者或存在合并症或免疫缺陷等的患者，常常以纳差、消瘦、腹泻、意识障碍等来就诊，

或以其他系统疾病(如心力衰竭、高/低血糖、肾上腺皮质危象等)的临床表现为主，而肺炎的阳性体征，如呼吸音

改变、啰音等并不明显，同时这些患者肺炎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可能为正常或以其他异常(如电解质紊乱、氮质血

症等)为主，肺炎的表现被掩盖而常常造成漏诊或误诊。因此，对于可疑患者，尤其是老年、有合并症、免疫功

能低下的患者，应常规进行胸部X线检查，以获得肺炎病灶浸润的证据。若胸部X线检查阴性可进一步行胸部CT

检查，胸部CT检查较胸部X线更为敏感1,3。  

3. 综合评价患者各器官功能(器官功能评价诊断) 

急诊CAP中，部分患者会发展为重症肺炎，且一般病情进展快，可以迅速导致MODS。准确地综合评估器官

功能，对于评价病情严重程度和判断预后则更有意义。采用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具体评分标准见附录-A)有助于描述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的发展。SOFA评分标准主要从呼

吸系统的 PaO2/FiO2、凝血系统的血小板计数(PLT)、肝脏系统的总胆红素(TB)、心血管系统的平均动脉血压、

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中枢神经系统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评分)、肾脏的血清肌酐(Cr)和尿量7个方面进行器官功能评价4。 

最后，通过三个阶段对急诊患者进行病情的整体诊断后，按照CAP患者不同的病情严重程度和基础状况，

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且掌握不同危险分层患者的常见病原学特点及耐药情况，对后续选择初始经验性抗菌治

疗方案及其他辅助治疗手段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二、急诊CAP的临床诊断流程 

急诊CAP患者存在起病急骤、病情严重且病情复杂等特点，急诊医师需要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诊断。

因此，建立清晰、快速、操作性强的诊断流程，对急诊医师诊断CAP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目前现有资料，结合

CAP患者自身特点及病情发展的特点，CAP急诊诊断流程见图1。 

■图1 急诊CAP诊断流程 

 

首先，根据患者临床表现，怀疑患者可能罹患CAP；其次，根据胸部影像学特征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肺实质病

变，若存在相关肺实质病变，则可结合病史或患者基础状况，可高度怀疑或确诊患者罹患CAP；然后，进行相关

微生物培养和实验室诊断或复查胸部X线对患者进行确诊；最后，根据相关病情严重程度的评分判断病情严重程

度，对患者分场所进行治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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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诊CAP的临床诊断标准  

1. 我国急诊CAP专家诊治共识推荐的急诊 CAP的诊断标准： 

2011年，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主要从患者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4方面建立急诊CAP

的相关临床诊断标准：  

①临床症状：新近出现的咳嗽、咳痰或原有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加重，并出现脓性痰，伴或不伴胸痛。 

②发热。  

③临床体征：肺实变体征和(或)闻及干、湿性啰音。 

④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10×109/L或 <4×109/L，少数患者白细胞可在正常范围,伴或不伴细胞核左移、淋巴细

胞和血小板的减少。 

⑤影像学检查：胸部X线检查显示片状、斑片状浸润性阴影,可出现间质性改变,伴或不伴胸腔积液。 

同时患者需排除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的传染性肺炎、肺结核、肺部肿瘤、非感染性肺间质性疾病、

肺水肿、肺不张、肺栓塞、肺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症及肺血管炎等，具有以上1-4项中任何1项加第5项，可建立临

床CAP的诊断依据。 

但对部分特殊CAP患者，可仅表现为部分上述症状或临床表现不典型，为了防止漏诊误诊，急诊医师需要

借助胸部影像学检查。由于患者病史及临床表现用于确诊CAP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都很低，CAP临床诊断需要综

合考虑呼吸系统感染症状与体征(包括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胸痛、发热、寒战、呼吸急促、心动过速、肺实

变体征及湿啰音等)、实验室检查(如血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增高等)及胸部X线检查(新出现渗出性病灶)等情

况来判断6。  

2. 根据有无器官功能障碍，判断CAP患者的诊断标准 

(1)无器官功能障碍的CAP患者，通常情况为轻度患者：如青壮年、无基础疾病患者；病情不稳定，处于变

化中；没有潜在发生急性多器官功能不全的可能性，这部分患者通常为轻度CAP患者。(2)有器官功能障碍的CAP

患者，通常为重症患者：一般可能伴有如下的多器官功能性障碍：①肾功能衰竭；②肝功能衰竭；③胃肠功能衰

竭；④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衰竭；⑤循环功能衰竭；⑥呼吸功能衰竭，具有以上1项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通常为重

症CAP患者。  

3. 重症CAP患者的诊断标准 

我国急诊CAP专家诊治共识中重症CAP的判定标准：主要标准至少包括以下标准之一：a.气管插管机械通气；

b.感染性休克，须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次要标准至少包括以下三项标准：a.呼吸频率≥30次 /min；b.PaO 

2/FiO2<250；c.多叶、段性肺炎；d.意识障碍 /定向障碍；e.氮质血症 (BUN≥7mmol/L)； f.白细胞减少症

(WBC≤4×109/L)；g.血小板减少症 (PLT≤100×109/L)；h.低体温(中心体温＜36℃)；i.低血压、需积极的液体复苏

6。(其他国内外重症肺炎诊断标准，见附录-B)7,8。常见的重症CAP易感因素，及特殊人群，如儿童及老年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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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因素及评分标准 (见附录-C)9,10。  

 

4. 器官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评分标准，也称Marshall评分标准。主要通过对6个脏器系统，分别是心血管(循环)、

肺(呼吸)、脑(中枢神经)、凝血、肝脏和肾脏进行评价(见附录-D)11。 

 

四、急诊CAP的诊断内容： 

临床急诊CAP的诊断内容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早期识别细菌和病毒感染、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

病原学检查、实验室检查。  

1. 早期识别细菌和病毒感染 

由于不同病原体感染患者的死亡率和治疗方法不同，因此，在进行病原学诊断之前需早期识别细菌和其他

病原体。目前尚无能够绝对区别细菌或病毒感染的指标。  

1.1 流行特征 

多数呼吸道病毒具有季节性流行特征，研究还显示，4~12月份中，约52%的病毒性肺炎由流感病毒引起，

夏季高发，符合当地流感病毒的季节性流行特征。临床医生了解各种病毒性肺炎的季节性分布特征有助于判断病

毒性肺炎的存在可能性12。  

1.2 临床特征 

据文献报道，病毒性肺炎肌痛多见，胸痛少见。我国学者研究显示病毒性肺炎的最常见症状有高热、乏力、

咽痛、呼吸困难、鼻部症状等，其发生率略高于病毒检测阴性的肺炎患者，胸痛少见，但咳脓痰亦多见，病毒性

肺炎患者与病毒检测阴性肺炎患者不能通过临床症状特征鉴别12。  

1.3 疾病严重程度 

研究显示，病毒性肺炎患者，CURB-65评分为中高危及有并发症的比例(20.8%,66.7%)，均有高于病毒检测

阴性患者的趋势(13.9%,49.5%)，但无统计学差异(P=0.177和0.063)12。  

1.4 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分类和绝对数：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分类和绝对数升高提示细菌感染，但并

非均为细菌感染。 

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半衰期为19h，由细菌等病原体刺激巨噬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6等炎性分子，

这些炎性分子刺激肝脏细胞合成CRP。在正常情况下，CRP以微量形式存在于健康人血清中，当病原体感染引

发炎症反应或组织发生损伤后，其浓度迅速上升，一般于4~6h即可升高，36~50h达高峰，细菌感染CRP可达

40~200mg/L，而病毒性感染CRP大都在10~40mg/L，因此，可将CRP作为鉴别细菌或病毒感染的指标13。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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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临床验证，可采用CRP 40mg/L作为细菌感染的界值，但也有人认为或CRP>20mg/L可考虑为细菌感染。

若定为CRP>20mg/L，敏感性提高，但特异性降低14。 

PCT是一种由116个氨基酸组成的、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Calcitonin,CT)的前肽物。PCT可作为全身性细菌

感染的生物标记物，在非细菌感染时不升高，在局部细菌感染时也不升高15。  

2. 临床诊断 

急诊CAP临床表现是诊断的第一步。CAP的临床症状变化较大，可轻可重，取决于病原体和宿主的状态。

常见症状为咳嗽、咳痰或原有的呼吸道症状加重，并出现脓性痰或血痰，伴或不伴胸痛。病变范围大者可有呼吸

困难、呼吸窘迫，大多数患者有发热。早期肺部体征无明显异常，重症患者可有呼吸频率增快，鼻翼煽动、发绀

等。出现肺实变时有典型的体征，如叩诊浊音、语颤增强和支气管呼吸音等，也可闻及湿啰音。并发胸腔积液者，

患侧胸部叩诊浊音，语颤减弱，呼吸音减弱16。特殊患者肺炎听诊的阳性体征：如呼吸音改变等并不明显。同时

这些患者的肺炎相关实验室检查可能为正常或以其他异常，如以电解质紊乱、氮质血症等为主，肺炎的表现被掩

盖而常常造成漏诊或误诊1。 

既往健康的患者一般具有较典型的临床症状，但仍需要进行影像学检查和进一步病情评估。 

对于特殊急诊CAP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或存在合并症或免疫缺陷等的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常常以纳

差、消瘦、腹泻、意识障碍等来就诊，或以其他系统疾病，如心力衰竭、高/低血糖、肾上腺皮质危象等的临床

表现为主1。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如接受实体器官、骨髓、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化疗或长期免疫抑制剂治疗或

HIV感染的患者等，其导致CAP的病原体和临床特征与一般人群也存在极大的差异。对于此部分患者应掌握患者

既往病史和患者基础状况，结合后续诊断综合判断。 

虽然单靠临床体征评价无法建立确诊或排除标准，但可作为提示。对于可疑患者，尤其是老年、有合并症、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应常规进行胸部影像学检查，并行进一步检查。  

3. 影像学诊断 

胸部影像学是急诊诊断CAP最重要的诊断方法。美国胸科学会建议，通过胸部X线或其他影像技术确定患者

出现肺内浸润阴影或符合感染表现的病灶是诊断肺炎必不可少的条件，在CAP诊断中占有核心地位8。2009年，

英国胸科协会(British Thoracic Society, BTS)发布的成人CAP诊治指南推荐影像学检查应用于以下情况：①对疑

似CAP，后续需接受治疗的CAP患者，需要进行影像学检查； 

②诊断为疑似CAP，胸部影像学检查有利于对急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和管理；③可能存在潜在病理变化风险的疾病，

如肺部肿瘤17。 

一般情况，当胸部X线提示肺部存在渗出或浸润病灶的典型临床表现时，即使没有微生物检查数据，也可建

立诊断依据。大部分肺部浸润灶在出现症状12h内就能被胸部X线检出，因此，新发的肺部浸润灶对CAP的诊断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临床高度怀疑肺部感染而胸部X线正常者，可以选择CT扫描。胸部CT检查较胸部X线更为敏

感1,3,18。 

肺部影像学渗出的严重程度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与CAP病情的严重程度不完全一致，例如粒细胞缺乏的患者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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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像学的渗出可以不明显，但是病情却非常严重。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住院患者，肺部影像学表现可能受到胸腔积液、肺膨胀不全、肺水肿、

出血、梗死、特发性间质性疾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等类似征

象或伴发征象的干扰，因此，结合病史对于确诊十分重要。  

4. 病原学诊断 

对于需要住院的CAP患者(急诊病房或观察室等)，尤其是EICU患者，病原学检测结果意义重大。一般而言，

病原学证据及病原体的药敏结果是抗感染治疗成功的关键。以下为国内外指南对病原学诊断的推荐：  

4.1 轻、中度CAP患者的病原学检测方法推荐 

通常该类患者不必常规进行病原学检查，只有当初始经验性治疗无效时才需进行病原学检查7,8。  

4.2 重症CAP患者的病原学检测方法推荐 

对于重症CAP患者，在抗生素使用前，推荐进行痰培养、血培养、胸腔积液培养、肺炎链球菌和军团菌的尿

抗原检测，以及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呼吸道病毒的多重PCR检测2,19。对于气管插管患者，需要将气管内

吸出物留取做病原学检查1。 

4.3 不同基础状况CAP患者的病原学检测方法推荐 

住院患者应同时进行常规血培养和呼吸道标本的病原学检查。凡合并胸腔积液并能够进行穿刺者，均应进

行诊断性胸腔穿刺，抽取胸腔积液进行常规、生化及病原学检查7,8。不同基础状况CAP住院患者推荐进行的病原

学检查方案，如表1： 

 表1 不同基础状况的CAP患者的病原学检查方案 

 

a 如果插管则气管内吸引，可能支气管镜下或非支气管镜下支气管肺泡灌洗b 真菌和结核杆菌培养c 军团菌的特殊培养基d 胸穿和胸水培养  

4.4 急诊在有条件情况下，CAP患者可考虑侵袭性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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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性诊断技术仅适用于以下情况之一：①经验性治疗无效或病情仍然进展者，特别是已经更换抗菌药物1

次以上仍无效时；②怀疑特殊病原体感染，而采用常规方法获得的呼吸道标本无法明确致病原时；③免疫抑制宿

主罹患CAP经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时；④需要与非感染性肺部浸润性病变鉴别诊断者7。  

 

4.5 不同病原学检测方案的适用人群 

不同基础状况的CAP患者，其病原体有所不同，而不同病原体选择不同的培养方案，其培养结果可能会有所

差异。表2为BTS的CAP诊治指南推荐的不同病原学检测方案适用的CAP患者特点17： 

■表2 不同病原学检测方案适用的CAP患者 

 

 

5. 实验室诊断 

2009年BTS的CAP诊治指南推荐：对于收入住院的CAP患者，实验室检查包括：①C-反应蛋白作为辅助诊

断手段和一项基线特征；②氧饱和度和必要的动脉血气分析用于需要紧急氧疗成年患者；③尿素氮和电解质检查

评估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④全血计数或肝功能检查17。因此，除特殊情况外，我国成人CAP诊治指南和急诊CAP

专家诊治共识仍推荐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10×109/L或<4×109/L，少数患者白细胞可在正常范围，伴或不伴细

胞核左移、淋巴细胞和血小板的减少6,7。总之，对于急诊医生而言，规范化诊断CAP不仅需要熟悉患者的临床表

现，同时需要掌握急诊CAP临床诊断流程和诊断标准，包括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进行病情判定的标准及内容等，

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全面诊断患者病情，以便做出恰当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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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  

SOFA评分标准 

 

注：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持续1小时，剂量单位为ug·kg -1·min-1 

附录-B 

国内外重症肺炎诊断标准 

国内重症肺炎诊断标准：我国成人CAP诊治指南推荐的重症肺炎诊断标准：出现下列征象中1项或以上者可诊断为重症肺炎，需密切观察，积极救治，

有条件时，建议收住EICU治疗： 

(1)意识障碍；(2)呼吸频率≥30次/min；(3)PaO2<60mmHg，PaO2/ FiO2<300mmHg，需行机械通气治疗；(4)动脉收缩压<90mmHg；(5)并发感染性休克；

(6)胸部X线显示双侧或多肺叶受累，或入院48h内病变扩大≥50％；(7)少尿：尿量<20ml/h，或<80ml/4h，或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需要透析治疗。 

国外重症肺炎诊断标准：IDSA/ATS指南推荐的重症肺炎需入住EICU的次要标准与我国指南推荐诊断指标相似，也从患者意识障碍、呼吸频率、需要机

械通气、休克、低血压等方面进行推荐，有所区别的是推荐重症CAP还需进行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及对患者低体温方面进行规定。相关IDSA/ATS

诊断重症CAP标准推荐建议如下： 

重症CAP的评价标准 

 

注：BUN为尿素氮；PaO2/FiO2为动脉氧分压与吸入氧浓度之比；WBC为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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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进行无创性通气可替代呼吸频率≥30次/min 或 PaO2/FiO2≤250mmHg 

b 其他应考虑的标准有：低血糖(非糖尿病患者)、急性酒精中毒或酒精戒断综合征、低钠血症、不明原因的代谢性酸中毒或乳酸水平升高、肝硬化、无 

脾症 

c 感染是其唯一原因 

附录C 

重症CAP患者的易感因素及评分标准： 

CAP病死率不仅与病情的严重性密切相关，其它一些危险因素也可增加CAP的病死率。通常这些危险因素包括：年龄>65岁，居住于老年护理院，存

在严重的基础疾病，过去1年内CAP住院史，神志改变，过高热>40℃，存在误吸或易致误吸的危险因素，菌血症，肺外迁徙病灶，低蛋白血症，代谢性酸中

毒和既往使用抗菌药物等。另外对于特殊患者的重症CAP易感因素和重症CAP患者的评分标准如下：  

1. 特殊患者如儿童及老年的重症CAP的易感因素： 

1.1 儿童重症肺炎高危因素包括早产儿、低体重、年龄≤3个月、非母乳喂养、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先天性代谢遗传性疾病、

生活环境不良、营养不良等。 

1.2 老年重症肺炎患者多继发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或卒中、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及其他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此外，气管插管、切开等医源性因素，

长期吸烟、衰老导致的各器官功能低下、营养不良、长期卧床、使用安眠药等均是老年重症肺炎危险因素。 

2. 重症肺炎的评分标准： 

根据重症CAP主要临床特征：易感因素(Predisposition)、感染(Infection)、临床应答(Response)、器官功能障碍(Organ dysfunction)，建立了一个适用

于重症CAP的PIRO评分系统。  

PIRO重症CAP需入住EICU的标准及相关危险程度  

 

 

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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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评分标准，也称Marshall评分标准。主要通过对6个脏器系统，分别是心血管(循环)、肺(呼吸)、脑(中枢神经)、凝血、肝

脏和肾脏进行评价。以6个脏器系统的客观生化指标衡量，每个系统得分有0~4五个级别。0分：功能基本正常，ICU死亡率<5%；4分：功能显著损害，ICU

死亡率≥50%。多器官功能障碍总得分(MOD评分)=各系统最高分的总和，最高分=24分。该评分与ICU患者死亡率呈正相关，MOD评分越高，ICU患者死亡

率越高。每24小时评价一次每日得分，其变化量反映器官功能障碍进展情况。  

Marshall评分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工作中，以上的病情分级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诊治的急诊医师应动态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并结合患者

自身病情特点及当地医疗资源等具体情况，做出合理、安全的诊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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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篇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免疫损害宿主的增加、病原体的变迁，尤其是病原体耐药率的快速增长和新型有

效抗菌药物的研发减缓，急诊CAP的治疗面临众多新挑战。急诊CAP患者病情特点和基础状况等存在诸多差异，

因此，需要急诊医师在治疗CAP过程中，针对每个患者给予个体化的综合治疗，这一点在重症感染的治疗中尤为

重要。 

一、急诊CAP规范治疗的原则 

急诊CAP规范治疗的原则是指在了解患者基础条件及感染常见病原体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的抗感染治疗，

重症患者同时进行免疫支持治疗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首先，不同基础状况患者对抗感染药物的治疗反应不同，

对于急诊流水留观CAP患者，患者免疫功能通常未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可针对常见病原体进行抗菌治疗；对于

重症CAP(EICU住院患者)，由于重症感染可能会导致机体过度的炎症反应即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进而可能引起机体产生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CARS)，导致免疫紊乱，因此，除常规抗菌治疗方案外，需要对患者进

行相应的免疫支持治疗；对于危重症CAP患者而言，患者可能会存在相关的器官功能障碍，因此，同时需考虑使

用器官功能支持治疗。其次，应及时留取病原体培养标本，以便后期对抗菌药物进行调整。最后，在明确诊断

CAP的过程中，尽早经验性使用抗菌药物会明显改善患者预后，使患者受益1。  

1. 早期识别重症CAP 

重症CAP是一种严重、病死率高的感染性疾病，起源于肺部，可快速进展、进而出现呼吸衰竭，同时其并发

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脏器功衰竭等可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因此，早期识别重症CAP对于及时治疗、改善

预后至关重要。重症CAP的诊断标准见诊断篇。  

2. 把握最佳治疗时机 

对于急诊医生而言，仅仅正确认识重症CAP的严重程度还远不足，急诊医生治疗重症CAP有苛刻的时间限

定。及时治疗可避免患者从局部感染最终走向多器官功能障碍衰竭(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甚至死亡。因此，要强调在器官功能衰竭/损伤前“抢先治疗”，努力降低器官功能不全的可能性和程度2。

因此，把握最佳治疗时机，制定合理抗感染治疗方案，是急诊治疗CAP的核心内容。 

关于急诊治疗社区呼吸道感染的抗菌治疗时间：及时地给予患者正确的起始治疗十分重要，延迟治疗可造成

多种危害(病死率增加、住院日延长和总花费显著增高等)。一般推荐尽早给予抗菌治疗，且重症CAP患者需在1h

内进行抗菌治疗3。如我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对于危及生命的重症肺炎，建议早期

采用广谱强效的抗菌药物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可根据病原学进行针对性治疗，或降阶梯治疗4。抗生素治疗要尽

早开始，首剂抗菌药物治疗争取在诊断CAP后4h内使用4。再如“挽救严重脓毒症运动“中特别强调，一旦正确 

诊断严重感染(包括重度CAP)，应当在1h内选用广谱而强有力的抗生素治疗方案,依据药动学/药效学(PK/PD)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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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正确使用抗菌药物5。 

但近年来随着细菌耐药问题的日益严峻，过度强调起始时间使医生在明确诊断之前匆忙使用抗菌药物，会

造成过度使用，加重耐药发生并使患者承担相应的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因此，对CAP不再界定具体的用药时间

窗，强调基于诊断和病情，尽早给予抗菌药物5。  

3. 建立整体治疗观念 

重症CAP治疗时应遵循“整体、平衡、个体化”原则。所谓整体治疗是指根据抗感染治疗的三要素“人-菌-药”

制定抗感染治疗方案。 

患者是一个整体，抗菌治疗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案，患者免疫状况、营养情况、咳痰和引流是否通畅等对于

整体治疗均十分重要。另外，不同患者间的个体差异很大，临床医生应该对每一个患者做出最适宜的个体化决策

和病情分层，优先处理重症，充分考虑患者自身因素及抗菌药物的自身特点，遵循指南，依据药动学/药效学

(PK/PD)原理，正确使用药物(包括足够的剂量、给药次数及静脉滴注持续时间等)，优化整体的治疗方案。  

4.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治疗场所 

临床常用PSI，CURB-65和CURB等评分标准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除上述之外，还要注意初始治

疗无反应肺炎患者在正确治疗情况下对治疗的应答情况(具体评分标准见附录-A)6,7。 

二、急诊CAP的整体治疗方案 

CAP整体治疗方案是良好预后的重要保证。临床治疗过程中一方面强调对病原体的控制或清除，另一方面

也需注意调节患者的免疫状态，器官功能支持，营养支持等8。 

我国《急诊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专家共识》针对不同患者给予明确用药建议，目前常用的抗菌药物包括：

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呼吸喹诺酮类(见附录-B)5。 

严重感染时，机体处于一种复杂的免疫紊乱和失衡状态。相应的免疫治疗也不应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在于重

建严重感染患者的免疫平衡稳态。因此，免疫调节主要在于上调或下调患者免疫水平，恢复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

平衡：(1)下调患者免疫水平：主要是针对过度炎症介质反应，给予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上调患者免疫水平：

针对免疫功能低下或缺陷的患者早期给予免疫球蛋白(欧洲已有相应的浓缩免疫球蛋白制剂)、胸腺肽、全血及新

鲜血浆等，通过改善机体免疫状态促进重症肺炎对治疗的反应。 

同时，器官功能支持治疗亦很重要，包括机械通气、营养和液体支持以及血液净化治疗。正确认识病理生理

实质，有针对性地对因和综合调节、支持治疗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治疗成功率8。  

1. 急诊流水留观CAP患者的抗感染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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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急诊患者，既往有/无基础疾病推荐的抗菌治疗方案 

(1)既往健康，无基础疾病的推荐治疗方案包括：青霉素类，如青霉素、阿莫西林1.0g po tid、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625mg po tid等；大环内酯类，如阿奇霉素：首次给予500mg po，随后250mg/d po 5d；克拉霉素：500mg 

po bid ；第一代或第二代头孢菌素类，如头孢拉定或头孢克洛500mg po tid、头孢呋辛或头孢丙烯500mg po tid

等；呼吸喹诺酮类，如莫西沙星400mg po qd、左氧氟沙星750mg po qd连续使用5天，或者500mg po qd连续使

用7~14天等。 

(2) 对有基础疾病或近3个月内使用过抗菌药物患者： β-内酰胺类 (青霉素类或头孢菌素类)联合大环内酯

类，如：(大剂量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地尼100mg po tid，头孢泊肟酯100mg po tid，头孢丙烯500mg po qd) 

联合阿奇霉素等；呼吸喹诺酮类单药药物治疗：如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等5。初始治疗后48~72h对病情和诊断

进行评价。凡症状明显改善，不一定考虑痰病原学检查结果如何，仍可维持原有治疗。症状显著改善后，胃肠外

给药者可改用同类或抗菌谱相近、或对致病原敏感的制剂口服给药，采用序贯治疗4。  

1.2 住院非EICU患者推荐的抗菌治疗方案 

青霉素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大剂量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坦1.5~3g iv q6h等)或头孢菌素类

(如注射头孢曲松1g~2g iv q24h，头孢噻肟，严重感染患者：2g~3g iv q6h-q8h等)联合大环内酯类(如阿奇霉素、

克拉霉素等)；呼吸喹诺酮类(如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等)5。  

2. 重症CAP的整体诊治方案(EICU住院患者)  

2.1 重症CAP的抗感染方案 

目前对于重症肺炎推荐降阶梯抗感染治疗策略，初始采用广谱药物经验性治疗，一旦获得可靠的病原学培

养结果，即换用有针对性的窄谱抗感染药物。重症肺炎获得病原学证据较困难，且目前我国缺乏大规模的流行病

学研究，缺少重症肺炎病原谱的确切资料，抗感染药物的选择缺少依据，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更为重要，应根据患

者基础疾病、住院时间、已使用的抗感染药物等因素进行个体化治疗。 

美国感染病学会和美国胸科学会成立联合委员会(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IDSA/ATS)发布的《成人CAP诊治指南》中根据患者有无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因素对重症

CAP推荐不同治疗方案7： 

(1)对于无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因素的患者：可选用β-内酰胺类药物(如头孢噻肟，头孢曲松或氨苄西林/

舒巴坦)联合阿奇霉素或上述β-内酰胺类药物联合氟喹诺酮类药物(对青霉素过敏患者，推荐呼吸氟喹诺酮类药物

和氨曲南)。 

(2)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因素的患者目前常用推荐方案为：可选用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β-内酰胺类药

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亚胺培南或美罗培南)联合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750mg)或上述β-内酰胺类

药物联合氨基糖苷类和阿奇霉素或上述β-内酰胺类药物联合氨基糖苷类和抗肺炎链球菌氟喹诺酮类(对青霉素过

敏患者，用氨曲南可替代上述β-内酰胺类药物)。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结构性肺病(如支气管扩

张、肺囊性纤维化及弥漫性细支气管炎等)、长期气管切开和(或)机械通气及肺炎发病前使用抗生素、皮质激素治

疗、营养不良、长期住院、粒细胞缺乏发热合并肺部浸润影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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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军团菌感染患者，IDSA/ATS指南推荐首选氟喹诺酮类或阿奇霉素，备选药物为多西环素7。 

目前，重症CAP的最佳治疗疗程尚未明确，一般疗程是7~10天，若是军团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时间可

延长至10~21天。另外某些因素也可影响疗程长短，如初始治疗失败、基础疾病、菌血症、肺外疾病、宿主反应

等。目前一些数据表明，可根据临床表现相应缩短静脉治疗时间9。一项包括302例重症CAP患者的随机试验表明：

当患者临床稳定时可早期改为口服用药，也可达到标准的7天静脉用药效果10。

2.2 重症CAP的免疫调节治疗方案 

重症CAP的患者免疫功能异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过度炎症反应，另一类是免疫功能抑制。重症CAP

产生的全身炎症反应及进而导致的MODS是机体防御机制的过度激活而引起自身破坏的结果，而不是细菌、毒素

等直接损伤的结果11。因此，对重症CAP的治疗不应局限在目前的控制感染和支持治疗方面。免疫调节主要治疗

免疫过度或免疫缺陷，调节机体免疫平衡状态。 

(1)免疫支持治疗方案：若患者发生严重感染并存在免疫抑制时，可采用相关的免疫支持治疗，可使用干扰

素-γ(INF-γ)，胸腺肽-α1，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治疗免疫抑制等情况。IFN-γ是在炎性刺激

下细胞毒性T细胞和辅助T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IFN-γ的分泌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促进巨噬细胞的作用。第一条途

径是促使细胞生产更多的吞噬蛋白。第二条途径是通过上调组织相容性抗原受体的表达来提高抗原呈递性。使用 

IFN-γ可以增强肺泡吞噬细胞的免疫作用，对CAP有显著效果。胸腺肽-α1是免疫刺激胸腺组织自然产生的28个氨

基酸组成的多肽，通过结合Toll样受体促进T细胞的成熟及发挥作用。研究者发现经过胸腺肽-α1治疗，患者单核

细胞HLA-DR表达增高。此外，胸腺肽-α1治疗脓毒血症的机制尚不明确。GM-CSF由白细胞分泌，主要是用来

促进干细胞分化为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体内重要炎性反应。研究表明，在体外GM-CSF可以改善单核细胞人类

白细胞抗原测 - DR(HLA-DR)的表达，故被用于辅助治疗。HLA-DR是衡量免疫细胞活性的标志物。在脓毒症免

疫抑制阶段，HLA-DR表达降低。脓毒症患者HLA-DR表达降低就意味着二次感染的风险增高及生存率的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吞噬功能及抗原呈递可以更有效的清除感染并改善预后。然而，目前用免疫调节剂来改善重

症CAP患者的预后仍存在一定争议，需更多设计严谨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来评价上述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及适应

症12。 

 (2)抑制过度免疫反应：临床主要通过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严重感染及感染性休克。在重症肺炎中，激素不

像在感染性休克中使用那么广泛。目前，临床应用糖皮质激素一直存在争议。近年的研究显示：大剂量、短疗程

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并不能改善感染性休克的预后，而低剂量使用激素能够减少肺炎的严重反应和改善疾病进展

13,14。但另一方面，糖皮质激素也能抑制机体的炎症防御机制，在感染未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感染加重。

同时大剂量使用激素还可引发消化道出血、继发性真菌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相关研究证实，糖皮质激素可明显降

低行机械通气治疗的肺炎患者的TNF-α、IL-1、IL-6及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15。危重脓毒症

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辅助治疗在呼吸生理、免疫及血流动力学方面获益显著，死亡风险明显下降16。 

临床工作中要注意区分重症CAP患者不同的免疫状态，对于产生过度炎症反应的患者(例如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表现显著者)应早期应用适量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对于免疫功能缺陷的患者，应禁止或慎用糖皮质激素。对

于老年人、有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缺陷的患者应使用小剂量激素，避免使用大剂量激素。目前，仅针对全身感

染或合并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推荐小剂量激素治疗(氢化可的松不超过300mg/d)，一般疗程5~7天；当患者能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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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血管活性药物时即可停用皮质激素5。  

2.3 重症CAP的器官功能支持治疗方案 

2.3.1 呼吸支持治疗 

重症CAP患者常发生呼吸衰竭，其特征为严重的低氧血症，往往需要进行呼吸支持。呼吸支持治疗可有效

纠正缺氧和酸中毒。通常低氧血症或呼吸困难患者，可使用无创通气，即使是痰液较多的患者，也可以间断使用

无创通气。 

(1)常规机械通气：在EICU治疗的重症CAP患者，如伴有严重的呼吸衰竭，则应进行气管插管和指令通气治

疗。临床上常用的通气模式为同步间歇强制通气(SIMV)或辅助/控制通气(A/C)模式，给予恰当的呼吸频率。根据

低氧血症的严重程度和肺顺应性降低的情况来选择呼气末正压通气(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 PEEP)。

对于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适当的镇静止痛和肌松治疗会缩短患者的病程，有助于改善预后。但是要注意合适的剂

量和时间，因为过度的镇静和肌松会导致撤机困难5,17。 

(2)无创伤性通气：对于中等程度低氧血症的CAP患者，可应用面/鼻罩进行无创伤性机械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PPV)，模式有持续气道正压(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双水平正压气道(Biphasic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BiPAP)以纠正低氧血症，其优点是可避免气管插管并减少

机械通气的并发症。CPAP或BiPAP可复张塌陷和通气不佳的肺泡，因而能减少肺内分流和改善通气灌注不均。

如患者发生呼吸肌群疲劳，面罩通气可为患者提供压力支持通气，使患者的潮气量增加，并增加肺泡内压力以纠

正低氧血症。然而NPPV的治疗价值尚存在争论。NPPV治疗肺炎导致的低氧血症的失败率较高，应用需综合考

虑患者的临床状况和疾病的进展等问题，权衡NPPV治疗的利弊。对于合适的患者，可以在EICU中密切监护下

实施NPPV治疗。虽然应用NPPV在1h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 ARDS)

患者的氧合功能明显改善，但并未降低气管插管率、住院病死率和住EICU时间等。目前推荐符合以下条件者可

试行治疗：(1)患者清醒合作，病情相对稳定；(2)无痰或痰液清除能力好；(3)多器官功能衰竭；(4)简明急性生理

学评分(SAPSⅡ)≤34；(5)NPPV治疗1~2h后Pa O2/FiO2>175 mmHg；(6)基础疾病容易控制和可逆(如手术后，

创伤等)。特别注意，NPPV只是一种呼吸支持治疗，而不是病因治疗。开始治疗有改善并不代表最终治疗的有效。

并且NPPV有可能增加患者的痰液粘稠度不利于排痰。需要密切监测病情变化，一旦病情恶化并达到气管插管的

指标则转为有创通气，避免延误气管插管18。 

(3)体位变换，改善通气状况：重症肺炎患者中，有时需要特殊的机械通气治疗，尤其当患者出现广泛的单

侧肺脏受累时。肺叶实变的患者常可发生严重的低氧血症，多见于肺炎链球菌所致的CAP。这些肺炎患者中，由

于肺血管严重低氧性收缩的消除，血管灌注到通气不佳或无通气的肺泡，产生明显的分流，往往加重低氧血症。

对于这类单侧肺炎的患者，如要改善氧合，那么患者的体位尤为重要。通常可将患侧的肺部位置朝上，通过调整

患者在床上的位置，使重力作用增加健侧肺叶的血流灌注，从而达到通气和灌注的最佳比例，改善氧合作用。而

对于单侧肺炎所产生的严重低氧血症，如果应用常规机械通气，有时可造成动态过度充气、肺血管阻力增加、纵

膈移位、胸腔内压增加和心脏压塞症状，现能使用一项新的通气治疗技术来治疗单侧肺炎所产生的严重低氧血症，

即分侧肺通气。分侧肺通气时，用一个双腔气管代替常规气管插管，这可对每一侧肺分别进行机械通气治疗，通

常应用两台呼吸机对两侧肺作独立的机械通气。两肺通气时一般同步进行，有时也可非同步。对每侧肺通气时，

通气机的设置可按最佳氧合来选择。病变肺部通常顺应性较差，需要较高的PEEP以复原微小的肺不张和改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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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性。而未受累侧的肺脏可常规机械通气，以防止肺过度扩张17,19。

2.3.2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重症肺炎合并休克或MODS的患者体内大量代谢产物堆积，中性粒细胞、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黏

附分子等细胞因子过度表达。为保持内环境平衡，不仅需要行血液净化，还应彻底纠正代谢紊乱及清除炎症介质。

重症感染患者早期CRRT治疗既可以稳定机体内环境，保证液体平衡；亦可在血液净化实施过程中吸附一定的炎

性介质，控制病情进展。然而，CRRT在EICU非肾脏疾病中的应用仍有争议。其并非是间歇性血液透析(Inter- 

mittent Hemodialysis, IHD)的一种单纯简单的改良，对于危重患者的治疗需要平衡渐进性治疗。同时，CRRT治

疗也不应局限于某个阶段，对于具备SIRS、ARDS、MODS、严重感染等疾病，应力求早期治疗，通过调控炎

症反应阻断其发展，能有效干预SIRS，可能是防治MODS的关键。 

目前，急性透析质量指导组认为，对于重症急性肾功能衰竭( Acute Renal Failure, ARF)患者传统透析指征

未被纠正，应继续CRRT。同时，有学者认为，对于急性肾功能衰竭ARF合并MODS患者，当炎症反应下调，对

机械通气及肠外营养的需求降低，肾清除溶质功能已恢复或部分恢复，机体自我调节容量平衡应停止CRRT。 

总之，对于危重症患者，CRRT与机械通气和营养支持同样重要，为基本的干预治疗工具。CRRT早期大剂

量能维持稳定调整内环境，调整免疫细胞、内皮细胞功能障碍，重建集体免疫内稳态，摆脱病理状态对某些内环

境的干扰，为机体的恢复创造条件。同时，在保证重要脏器功能的同时，积极争取治疗原发病的时间，从而可大

大提高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20。 

2.3.3 重症CAP的营养支持治疗 

重症感染患者处于高分解代谢状态，合理的营养支持是机体恢复的物质基础，可提高机体免疫力、纠正电

解质紊乱。加强全身支持治疗，尽可能经口摄食，鼻饲饮食，只有完全无法进食的患者，才考虑全胃肠道外营养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TPN)，并尽可能缩短TPN时间，减轻脏器损伤，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机21。 

早期应用肠道营养及特殊营养底物谷氨酰胺，可预防肠道功能衰竭，改善肝、肾功能，降低EICU危重患者

的病死率，这可能与其增加内脏血流、减少肠源性内毒素的转移以及炎症调节因子的释放有关。对高分解代谢患

者，宜在内环境稳态进入平衡后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大多数患者在伤后或发病后24~48h内进行此项治疗。与高

热量TPN相比，低热量TPN能减轻肺功能损害，改善氮平衡，以及减少尿中3-甲基组氨酸的排出。因此，现代临

床营养支持已经超越了以往提供能量、恢复“正氮平衡”的范畴，通过代谢调理和免疫功能调节，使营养支持治疗

从结构支持向功能支持发展，发挥着“药理学营养”的重要作用，是现代危重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症患者常

伴随应激性高血糖，且血糖水平随病情及治疗变化而波动。应激性高血糖可增加患者的病死率，而强化胰岛素治

疗可通过防治高血糖的毒性作用，改善机体能量代谢和高凝状态，降低感染的发生，促进疾病的恢复22。 

2.3.4 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重症CAP可导致各系统的严重并发症，例如ARDS、严重心功能不全、感染性休克等，在综合治疗仍然无法

使病情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适合的患者实施ECMO。 

(1)ECMO适应症：潜在可逆性的严重急性呼吸衰竭或心脏衰竭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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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种原因引起的严重心源性休克，如心脏术后、心肌梗死、心肌病、心肌炎、心搏骤停、心脏移植术后等；

②各种原因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衰竭，如严重ARDS、哮喘持续状态、肺移植后原发移植物衰竭、弥漫性肺泡出

血、肺动脉高压危象、肺栓塞、严重支气管胸膜瘘等；③各种原因引起的严重循环衰竭，如感染中毒性休克、冻

伤、大面积重度烧伤、药物中毒、CO中毒、溺水、严重外伤等 

 

(2)禁忌症：如果患者具有出血风险或凝血功能障碍、不可逆的心脏或呼吸衰竭、不能进行心室辅助装置植

入，则不推荐行ECMO23,25,26  

①有应用肝素的禁忌或相对禁忌，如严重凝血功能障碍、合并有近期颅内出血、对肝素过敏、具有肝素诱导

的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及无法行抗凝治疗的任何疾病的患者；②对于呼吸衰竭的患者，高压通气超过7天(气道平台

压>30cmH2O)；高氧浓度(FiO2>0.8)使用超过7天；血管通道限制即置管限制；限制ECMO好处的任何情况或者

器官功能障碍，比如危重的、不可逆脑损伤或者不可治疗的癌症转移；③对于心脏衰竭的患者，不可进行心室辅

助设备植入或心脏移植手术禁忌患者；④另外，对于高龄、肥胖(体重>1kg/cm或BMI>45kg/cm2)、神经功能障碍

的患者，ECMO所提供的氧供尚不能满足这类患者的需求 

(3)行ECMO的临床指征23,25,26 

①ARDS：危重低氧血症[高水平呼吸末正压(PEEP=15-20cmH2O)持续至少6h条件下，氧合分数

PaO2/FiO2<80，并且呼吸衰竭具有逆转的潜在可能性；通气频率>35次/min时pH值<7.15且平台压>35-45cm 

H2O；年龄<65岁；机械通气时间<7天；无抗凝禁忌；②重症肺炎所致严重呼吸衰竭可参考上述标准；③支气管

哮喘：对于平台<7.1)，或血流动力学难以维持者，若无ECMO禁忌，可积极行ECMO或AV-ECMO；④肺栓塞：

对于伴有严重血流动力学障碍而又不宜常规溶栓者，或需要手术迅速解除梗阻者，行VA-ECMO以迅速降低右心

负荷，稳定血流动力学，并改善氧合；⑤大气道阻塞：由于新生物或异物所致大气道阻塞常需要气管切开或气管

镜介入治疗，以ECMO支持可以保证上述操作安全进行；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AVECMO可使大部分需要有创

通气的重症慢阻肺患者避免插管，并维持较好的通气与氧合；⑦另外，肺移植、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及

心脏外科手术后未能脱离心肺转流术患者可行ECMO。 

2.3.5 内分泌功能支持 

重症CAP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分泌功能异常，应根据临床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内分泌功能异常，给予针对性

治疗。  

3. 特殊患者抗感染的治疗方案  

3.1 老年CAP患者治疗方案 

经验性抗菌治疗在老年CAP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老年CAP具有特殊性，如基础疾病多、易造成全身

损害(如肾损伤)、常伴有吸入因素等，因此，应给予及时、正确的经验性抗生素治疗。 

非典型病原体和肺炎链球菌在我国老年CAP患者中占有重要地位27，肺炎链球菌为伴合并症老年CAP患者中

最常见病原体，混合感染和非典型病原体不容忽视，伴合并症老年CAP患者推荐使用氟喹诺酮类(莫西沙星、左

氧氟沙星、吉米沙星)、阿莫西林联合大环内酯类或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联合大环内酯类28,29；疑有吸入危险因素

时应考虑覆盖厌氧菌，可以选择莫西沙星等对厌氧菌有效的呼吸喹诺酮类药物，也可选择氨苄西林/舒巴坦钠、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等有抗厌氧菌作用的药物，或联合应用甲硝唑、克林霉素等4,30；老年人肾功能处于临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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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感染易引发肾功能不全，应用抗菌药物时，应注意保护肝肾，尽量避免使用肝肾毒性大或主要经肾脏排泄的

药物，使用主要经肾排泄的药物时，应酌情减量31。临床医师应对患者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及临床表现等进行

全面评估，抗生素选择应确保广谱覆盖CAP可能病原体，如肺炎链球菌、非典型病原体等。此外，还应兼顾当地

流行病学及耐药现状，选择更有效的药物，以保证覆盖耐药肺炎链球菌

基于上述原因，在选择抗菌药物时建议根据老年患者的基础状态、治疗场所、可能的病原体等选择氟喹诺酮

类、β-内酰胺类或联合用药方案(见附录-C)32。  

 

3.2 儿童CAP患者治疗方案 

2011年由儿科感染病学会(The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PIDS)和美国感染病学会(IDSA)联合

制订了首个《婴儿及大于3个月儿童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处理指南》。该指南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医疗保健单

位的处理决定，儿科CAP的诊断测试、抗感染治疗，儿科CAP的辅助手术及非抗感染治疗，对治疗无反应儿童

的处理，出院标准、预防等。指南中同时对门诊及住院儿童CAP患者给予抗感染推荐(见附录-D)33。  

3.3 妊娠期和哺乳期CAP患者的治疗方案 

 

某些药物可通过胎盘屏障对胎儿产生直接的不良影响，也可通过影响妊娠过程，如引起子宫收缩致流产，

抗微生物药物对妊娠的影响主要是前者。药物对妊娠的不同时期可产生不同的影响，都可能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如需加强抗菌效果，可联合用药，不建议增加单药剂量。急诊医师治疗妊娠期患者时，务必了解欲处方药

物的使用分级，权衡利弊，医患双方充分沟通之后，参考妇产科专科医生建议，必要时请会诊协助。 

很多药物可透过血乳屏障进入乳汁，间接影响乳儿的健康。因此，凡是新生儿和婴儿禁用的药物，乳母使用

都会影响到乳儿，而新生儿和婴儿可使用的药物，乳母使用对其影响较小。不同药物通过血乳屏障的能力差别很

大，因此，对乳儿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原则上，即使乳母可正常使用、对乳儿影响很小的药物，在用药期间也应

尽可能暂停哺乳。无论乳汁中药物浓度如何，均存在对乳儿潜在的影响，并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因此，哺乳期患

者应用任何抗菌药物时，均应暂停哺乳，并做到让患者充分知情可能给乳儿带来的影响34。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根据药物对胎儿的致畸情况，将药物对胎儿的危害等级分为A、B、C、D、X 5个级

别。A级：药物对孕妇安全，对胚胎、胎儿无危害；B级：对孕妇比较安全，对胎儿基本无危害；C级：药物仅在

动物实验研究时证明对胎儿致畸或可杀死胚胎。未在人类研究证实，孕妇用药需权衡利弊，确认利大于弊时方能

应用；D级：药物对胎儿危害有确切证据，除非孕妇用药后有绝对效果，否则不考虑应用；X级：药物可使胎儿

异常，在妊娠期间禁止使用。在妊娠3个月，以不用C、D、X级药物为好。至今尚无A类抗菌药物，妊娠和哺乳

期推荐使用B类抗菌药物，慎用C类药物，不用D类和X类药物35。  

3.4 免疫缺陷患者的治疗方案 

恶性实体肿瘤或血液病、器官移植术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或激素、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四项基础

疾病或相关因素的患者均应属于免疫抑制宿主肺炎。现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患者的诊治方案进行简要概括：

通常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患者易感染常见的病原体有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一般起病急，常出现高热、

胸痛、咳嗽。肺部X线可见广泛性浸润，或典型的局灶性、单叶或多叶性肺实变。常规抗菌治疗效果不错，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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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  

4. 并发症的处理方案  

4.1 呼吸衰竭 

当呼吸功能损伤到气体交换不能维持正常的动脉血气水平，动脉血氧分压(PaO2)降低和(或)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PaCO2)增高并超越正常范围时，即有呼吸衰竭存在。通常血气诊断标准是在海平面、静息状态及呼吸空气

的情况下，PaO2<60mmHg(6.7kPa)和(或) PaCO2>45mmHg(6kPa)36。早期临床症状可表现为呼吸困难，因呼

吸衰竭而造成的缺氧、发绀是其典型表现，急性缺氧时可出现精神错乱等症状。CAP并发呼吸衰竭的治疗视不同

病情及严重程度而定，从常规氧疗到特殊的机械通气均可供选择。在严重低氧血症难以纠正的患者调整体位可以

作为改善氧合的重要辅助措施加以采用17。  

4.2 脓胸 

 

肺部感染直接向胸腔蔓延可导致渗出液积聚在胸膜腔，即形成胸膜炎或脓胸。许多肺炎患者可并发不同程

度的胸腔积液，合并胸腔积液患者病死率更高。CAP是引起脓胸的主要原因之一，CAP经抗生素治疗3天未见好

转或好转后再次加重，且出现胸膜性胸痛，X线胸片显示胸腔积液时要考虑脓胸的可能。 

所有的脓胸患者均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疗，主要为静脉给药。应根据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特点、病原体

涂片结果及药物对胸膜腔的穿透率等进行选择，随后观察疗效并及时调整用药和剂量。单纯性肺炎旁积液经抗生

素治疗，积液一般可以吸收，必要时可行胸腔穿刺抽液，并进行积液常规、生化和病原学等检查。对于复杂性肺

炎旁积液和脓胸患者，应该尽早行胸腔闭式引流，排尽脓液，促使肺早日扩张。若引流不畅，应注意寻找原因，

观察导管腔是否受压、扭曲、脓栓堵塞等。若经上述治疗仍难以引流或存在多处分房积脓难以引流时，则应及时

行外科手术治疗。此外，加强全身营养支持治疗，给予高能量、高蛋白、富含维生素的饮食等同样必不可少5。  

4.3 心力衰竭 

严重感染和缺氧可导致肺动脉高压，心脏后负荷加重，心肌受毒素影响，心肌收缩力减弱；同时，肺炎可引

起神经体液因素改变，可并发心功能不全。若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口唇和四肢末梢发绀、心率加快、呼吸急促、

肝脏增大、下肢浮肿等，应考虑急性心功能不全。当出现急性心力衰竭时，应立即纠正缺氧：将患者床头缓慢抬

高，使患者呈最舒适的半卧位或端坐位；将氧流量增加到6~8mL/min，可使用25％~35％浓度乙醇湿化吸氧30min，

以促使肺部水肿的消退。严重缺氧不改善用面罩正压给氧，吸入氧浓度为40％~60％；并使用强心剂、血管活性

药物与利尿剂等药物治疗；严格控制输液速度及剂量，应用洋地黄时静脉推注速度应减慢，每次推注时间≥5min；

及时纠正电解质平衡紊乱5,37。  

4.4 缺氧性脑病 

治疗缺氧性脑病时仍以纠正缺氧为主，可辅以营养脑细胞、促醒的药物；待病情允许时可积极行高压氧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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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急性肾衰竭 

 

若血肌酐绝对值每日平均增加44.2μmol/L或88.4μmol/L；或在24~72h内血肌酐值相对增加25%~100%，即

可诊断为急性肾衰竭。对于CAP合并急性肾衰竭患者，应尽早使用抗生素。根据病原体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选用

对肾无毒性或毒性低的药物，并按肌酐清除率调整用药剂量。同时应补充体液，维持体液平衡，补充营养以维持

机体的营养状况，但需尽可能地减少钠、钾、氯的摄入量。不能口服的患者需静脉营养补充必需氨基酸及葡萄糖

38。

4.6 感染性休克 

CAP患者若经过最初的液体复苏后仍然存在持续低血压，并随之出现组织低灌注或器官功能障碍，应考虑

感染性休克的诊断。尽可能在抗生素应用之前留取痰标本和血培养标本，以进行病原学检查5,13。 

治疗时采用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血液制品等。对于疑有容量血不足的患者采用液体疗法，持续补液

直到血流动力学得到改善。但对于急性肺炎的患者，快速、大量补液会加重肺脏液体负荷，引发肺水肿，恶化低

氧血症，因此，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必须权衡利弊，严密监测。对于没有组织低灌注的ARDS患者，建议采用限制

性补液策略。应尽早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对休克患者，依血压调整升压药的用量，给患者保暖措施，积极治疗引

起休克的原因。做好患者的各种生活护理，对重症患者预防压疮的发生5,13。  

5. 并发症的预防 

通过清除积痰、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等措施可减少CAP并发症的出现。此外，CAP是上述并发症的原发

疾病，因此，从长远角度来讲，预防CAP的发生意义更加深远。 

CAP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通气及换气功能障碍，维持呼吸道通畅至关重要。清除积痰是保持呼吸道通畅的

重要环节，首先应嘱其采取最有利于呼吸道通畅的体位，鼓励用力咳嗽排痰，若痰液不易咳出，可用平喘药通过

氧气雾化吸入。对于重症CAP患者，其病情变化常较迅速，应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尤其是呼吸的变化，防止

呼吸衰竭的出现。对于合并各种基础疾病的患者，也应密切监测相关指标，防止病情的加重。当CAP患者合并有

肾脏疾病时，用药过程需观察尿量的变化，合并有肝功能障碍的患者，观察其食欲、大便性状及其他胃肠道症状。

老年CAP患者维持机体内环境平衡的能力差，容易发生电解质平衡失调，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有利于心衰的控

制36。  

6. 传染性肺炎的筛查 

要注意筛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的传染性肺炎，例如，甲型H1N1流感、甲型H7N9流感、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临床上注意鉴别，能够排除传染性肺炎的患者，按照本指南进行诊治；不能排除传染

性肺炎的患者，则按《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进行诊治。 

在传染性肺炎流行期，具有疫区接触史、临床特点符合传染性肺炎的患者要重点进行传染性肺炎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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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诊CAP疗效评价 

急诊CAP患者初始经验性治疗48~72h后应对患者治疗反应进行评估。评价内容包括患者临床症状、一般情

况、生化指标(包括反应感染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病原学及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必要时应结合肺部影像学

变化。综合上述因素，可根据患者对初始治疗的反应确定为治疗有效或治疗失败，并进一步预估合适的疗程。 

经初始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者可不参考病原学检查结果，继续原有治疗。对达到临床稳定且能接受口服

药物治疗的患者，改用同类或抗菌谱相近、致病菌敏感的口服制剂序贯治疗。对于达到临床稳定、能接受口服且

无意识障碍的患者，在序贯治疗当天可予以出院。 

此外，CAP患者选择初始抗生素治疗方案时，需全面考虑可能导致治疗失败的风险因素，包括患者的年龄、

疾病严重程度、居住状况、合并症、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以及当地病原体的耐药模式等39。对于初始治疗失败的

患者，应再次详细询问病史，评估患者情况，明确是否存在导致病程延长的宿主因素及病原体因素。对于临床没

有恶化的患者，监测肺部影像学改变，常规开展非侵入性病原学检查以除外感染持续存在、出现耐药菌及新的院

内交叉感染的可能，根据痰培养结果审慎调整药物。对于病情进展恶化的患者，除常规监测痰培养及肺部影像学

改变外，尚需进行支气管镜检。重新评估时尚需考虑是否有非感染性因素5。 

生物标记物在急诊CAP疗效评价中应用开始逐渐增加，如CRP可逐渐应用于临床疗效评价：CRP在临床上

具有检测快速、便捷，不受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且较体温和白细胞计数变化更早且敏感。2009年英国胸

科协会(British Thoracic Society, BTS)指南中明确提出：入院时CRP<100mg/L的患者30天病死率、机械通气和/

或心血管支持治疗的需要率、以及复杂性肺炎的发生率均较低40。但是大量其他的研究则未能证实CRP与预后的

相关38。由于CRP受抗生素使用的影响，需进一步寻找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不受抗生素影响、具有良好预测能

力和疗效观察效力的生物学指标。 

目前，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 PCT)被认为是临床诊断、治疗抗生素使用和预后的一个重要工具。在预测

CAP预后具有重要作用。如PCT水平与肺炎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低水平PCT(<0.1ng/mL)提示可能是肺炎较轻、

预后较好，或是病毒性肺炎、非典型病原体导致的肺炎，是不使用或停用抗生素的参考指标。监测PCT的变化趋

势可以作为抗生素治疗效果的评估手段，PCT持续升高或者不降是治疗无效的表现。在重症CAP中，PCT水平与

痰细菌培养阳性率、病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初始PCT水平高并且在治疗过程中持续升高或不降是预后不良的

标志。PCT<0.1ng/mL时，可能提示基本无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强烈建议不使用抗菌药物；PCT为0.1~0.25ng/mL

时，提示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不建议使用抗菌药物；PCT为0.25~0.5ng/mL时，可能存在需要治疗的细菌感

染，建议使用抗菌药物；PCT>0.5ng/mL时，很可能存在需要治疗的细菌感染，强烈建议使用抗菌药物。我国PCT

指导专家共识推荐：PCT可指导判断抗菌治疗的临床疗效和治疗疗程。(1)抗菌治疗疗效判断：如果PCT在治疗

开始的72h内，每日较前日下降30％以上，认为治疗有效，可继续使用原抗菌方案；如果治疗最初几天内PCT水

平不降，提示该治疗方案效果不佳，应结合临床情况调整治疗方案。(2)确定抗菌治疗的疗程：抗菌治疗方案持

续1周左右就应该考虑其有效性，延长疗程应慎重权衡。对某些疾病(如肺炎等)或成功去除感染灶后(感染导管拔

除)的患者，经3~5天的抗菌治疗后应用PCT进行评估。如果PCT水平较初始值下降90%以上，建议停止抗菌治疗

41。 

总之，对于急诊CAP的治疗应建立整体治疗理念，一方面要积极控制或清除病原体感染，把握最佳治疗时机，

制定合理抗感染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也需注意调节患者的免疫状态，采用器官功能支持和营养支持等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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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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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 

临床相关评分标准及评价 

PSI评分相关内容  

 

 

根据PSI评分选择CAP患者的恰当治疗场所 

PSI评分局限性：由于其过分强调年龄及合并症对预后的影响，对年龄的权重大，对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对预后的影响权重较轻，会导致可能低估某些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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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并且由于PSI包含指标较多，不利于临床工作中推广。 

CURB-65是一种简单可行的CAP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标准，能系统着重区分不同患者的死亡风险；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对人、地点、时间的认知障碍；

尿素氮；呼吸频速；血压；年龄。根据CURB-65评分标准选择CAP患者的恰当治疗场所(见图)。  

 

根据CURB-65评分选择CAP患者的恰当治疗场所 

 

CURB-65评分标准局限性：未考虑合并症、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及除尿素氮以外其他指标对病情的影响 ，均可能低估患者的病情。CURB-65评分系统对重

症肺炎鉴别的准确性较差，应结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来评价CAP患者病情。 

虽然CURB-65仍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由于简便、可操作性强，尤其是CURB-65因病情评估更为准确，受到IDSA/ATS2007年新修订的CAP诊治指南和2009

年BTS发布的CAP诊治指南较高的评价

附录-B 

成人急诊CAP患者经验性抗生素治疗的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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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老年CAP患者初始经验性治疗推荐方案 

 

 

老年CAP患者感染特殊病原菌的治疗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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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儿童CAP患者经验性抗生素治疗的推荐方案 

 

 

附录-E  

抗微生物药在妊娠期应用时的危险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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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篇 

影响CAP患者预后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患者本身病情严重程度、基础状况；患者治疗情况，如治疗

时机、治疗药物的选择等。不同严重程度、不同基础状况的患者及重症CAP的患者，由于其感染的病原体和初始

治疗方案的不同，都可能会影响患者的预后。同时，调查显示：呼吸频率、低血压、血肌酐、空腹血糖和多叶病

变，诊断治疗、合并症等均会影响CAP患者的预后1,2。 

总体而言，重症CAP患者出现合并症及死亡的机率明显增加，患者预后较差。若患者肺部病变为多肺炎受

累，其生存率也低于单肺炎受累的患者。此外，当CAP合并其他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和肺部疾病等)时患者死亡率也较高，达17.4%。合并COPD的CAP患者，呼吸困难、咳嗽等临床症状加重，

呼吸衰竭发生率高达47%；而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AP患者其总体心脏合并症、心力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

心律失常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17.7%，14.1%，5.3%，4.7%，E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病死率更高，临床稳

定时间与住院时间更长，严重影响患者预后3。 

临床中，一些实验室检查指标同样可作为预后评估参数，如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降钙素

原(Procalcitonin, PCT)和D-二聚体等。 

(1) CRP作为炎症急性时相反应的一个灵敏指标，可用于评估炎症性疾病的活动度和预后情况。一项对CAP

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入院4天内，CRP减少50%以上是患者的30天死亡率独立的风险因素(OR 24.5; 

6.4-93.4)， P<0.0001，对预测患者住院期间的死亡事件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4。 

(2) PCT是一种甲状腺细胞产生的无激素活性的糖蛋白，是降钙素的前肽物质。PCT在发生感染后2h即可升

高，12~24h可达高峰，稳定性良好，且PCT水平的升高不受体内激素水平和机体免疫抑制状态的影响。当机体

发生严重的细菌感染时，即使患者处于严重免疫抑制状态时，血浆中PCT浓度也可显著升高，其升高程度与感染

的严重度呈正比，所以PCT除用作细菌感染的诊断标志物外，还可以评估感染患者的病情和预后5,6。 

(3) D-二聚体是纤溶酶水解交联纤维蛋白降解后形成的纤维蛋白特异性降解产物，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中的

最小片段，是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目前认为凝血/纤溶系统功能障碍在炎症的发生、发

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感染程度的不同，可伴有不同程度的凝血系统的激活。患者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CAP

患者病情严重度密切相关。如相关研究显示：门诊患者的D-二聚体水平为337.3±195.1ng/mL，住院患者的D-二

聚体水平为691.0±180.5ng/mL, ICU患者的D-二聚体水平为1363.2±331.5ng/mL，而对照组的D-二聚体水平为

161.3±38.1ng/mL(P<0.001)，提示D-二聚体水平的升高对预测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5,7。 

除患者本身存在的因素外，临床治疗也同样影响患者预后。临床诊断失误、延迟治疗或错误地使用抗感染药

物会影响治疗结果，增加治疗失败率和患者死亡率。 

总而言之，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实验室指标等可综合评估CAP患者预后情况。对预后不佳的患者，在

CAP处理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各种机能指标，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改善患者病情，以达到改善预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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