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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超声：规范与发展
王小亭 张宏民刘大为

重症超声通过激活传统的技术，利用新的思维

方法，赋予了重症医生一双“透视”的眼睛，从一个

新的角度诠释重症医学，以其自身的特点融入了对

重症的诊断、监测与治疗中。伴随着重症超声的广

泛应用，重症医生又面临新的问题，如何正确操作

及获取参数?如何正确解读，合理应用?如何进一

步发展重症超声等等u，。

一、重症超声发展面临瓶颈，亟待规范

随着重症超声在重症医学领域中的快速发展，

其应用面临着新的挑战，众多操作实施的不规范浮

出水面。

1．临床操作不规范：指标是重症患者临床表现

的延伸，获得正确的数据才能客观反映病情。规范

的操作才能获得准确的超声影像和数据。而现实

的问题是，具体指标的测量应采用何种超声模式，

测量部位，测量时呼吸时相的选择等尚不规范，操

作者间的变异度较大，严重制约着重症超声效力的

发挥。

2．选择和获取参数缺乏流程与规范：重症患者

的病因、重症病因、治疗方向需要及时确立。由于

对重症的理解参差不齐，重症医生对所需指标的理

解也有很大差异。目前尚缺乏重症超声相关参数

的选择及其获取流程，或是现有流程尚不规范。

3．数据的解读不规范：正确的判读能指导临床

治疗方案的制定和促进患者快速康复，而错误的解

读和应用则误导临床医师的判断，从而对患者的预

后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数据解读需要扁平化的重

症医学水平与标准化的重症超声应用水平，而这又

是目前最缺乏的。短期培训尚可解决操作的问题，

但对数据的解读，如果缺乏具体的规范指导，很难

保证其正确性。

4．不遵循与坚持重症超声的独有特点：遵循重

症超声的问题导向性可使重症医生迅速接近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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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坚持实时实地，可以整合多系统的信息，使治

疗更全面准确；坚持遵循重症超声流程化管理，是

重要的目标化临床管理手段。唯有规范合理应用，

将重症超声与重症病理生理学改变、重症血流动力

学等有机结合，才能正确判读，互为依赖、相互促进，

真正发挥重症超声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才能得到

长足发展啦’3，。而不能将重症超声孤立起来，脱离临

床实际。必须警惕唯超声论，摒弃唯技术论。

二、规范促进重症超声深入发展

重症超声的规范应用，推动重症医生深入认识

疾病的病理生理，同时进一步提高重症患者的救治

能力。重症不是单一的系统或器官问题，各器官的

功能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常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首先是肺部受累，呈现不

同程度的渗出改变形成所谓非匀质病变；其次，心

肺关系如此之密切，肺部病变有多重，肺动脉压力

有多高，右心受累有多重，卵圆孔开放几率有多大；

通过重症超声获得深层次的认识，才能制定相应的

治疗方案，然后再通过超声评估治疗效果H。同理，

其他组织脏器的损伤也不能单独割裂开来，肾脏损

伤、颅脑损伤，虽然均可以通过超声评估获取参数，

但需要运用重症超声将其与心脏、肺脏、其他系统、

器官进行整体评估，从而制定最有价值的治疗方

案。值得一提的是，重症治疗的进步，对重症超声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体外膜肺氧合技术的广泛应

用，需要在经食管超声辅助下才能精准置管”1。因

此，在超声与重症汇聚的广而深的领域中，需要获

取更多的数据来进行临床治疗和研究，不断探寻疾

病的发生发展机制陋，。

三、重症超声的发展虽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

更需要规范化培训

重症超声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超声技术的进

步。基于应力应变的组织多普勒技术、三维／四维

的经食管超声(TEE)、超声造影、弹性成像等越来

越多的技术用于重症患者盯，。如应变的组织多普勒

超声证明在普通评估技术未发现脓毒症合并心功

能不全前发现心肌受累，三维／四维超声对重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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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评估更加准确，超声造影除在急性肾损伤的

评估诊断应用外，已在床旁可实施心肌灌注造影检

查，而未来弹性成像等新技术均具备了进一步促进

重症发展的潜力9’”。完善而规范化的培训体系是

推广重症超声的重要保障。中国重症超声研究组

(CCUSG)立足全球化视角，制订了基于重症血流动

力学治疗的、具有我国特色的重症超声培训规范和

体系，推进了重症超声的专业化规范管理，促进了

重症超声的持续发展。

总之，重症超声的发展虽然如火如荼，但依然

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现阶段，迫切需要规范重症

超声的操作以获取正确的数据，进而实现对疾病发

生发展、相互作用、预后等的评估作用。重症医学

的发展对重症超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重症超声

作为重症医学的一部分，其不断规范与完善才能更

好地推动重症医学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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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内科学学术会议通知

．消。息．

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办、陕西省医学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内科学学术会议定于2018

年6月8一10日在西安市召开。

内科学分会是中华医学会最早的专科分会之一，而内科学又被称为现代医学的临床支柱学科。20世纪80年代，随着医学

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各个三级学科不断壮大，心血管病学、消化病学、呼吸病学、血液病学等专科分会也逐步从内科学分会分

离，并成为与内科学分会平行的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然而，过于专科化甚至亚专科化的发展使得专科医生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患者的就医困惑和就医困难。当前，我国正逐步进人老龄化社会，患者也多呈现出基础病多、共患

病多、脏器受累多等特点，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内外有识之士指出，内科学是全科医学和住院医学的桥梁和纽带，

内科学培训是全科医生、专科医生和家庭医生成长的共同的必由之路。因此，重视内科学的培训是临床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视内科学的发展也是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内在要求。

此次会议是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学术大会，大会主题“融合·胜任·超越”。大会将邀请

知名内科学专家就内科学常见临床热点和难点进行演讲与解析，充分展示内科学新风采、新气象，共同探讨新形势、破解新困

境，最终推动我国内科学培训和学科发展走向新时代。

会议内容包括：主旨报告“抗感染药物联合应用的时机及策略”“脂肪性肝病的干预与治疗策略”“重症疾病消化道应激性

损伤的预防与治疗”“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诊治策略”及特邀报告。设有调脂药物、降糖药物、抑酸药物、抗乙型／丙型肝炎药物

专题会和调脂与抗凝、肾脏与血液、风湿免疫分会场，6月8日下午举办“感染与呼吸病学论坛”。内容丰富，欢迎参会。

请登录会议网站(www．nccsim．org)，点击“个人网上注册”进行会议注册。注册截止日期：6月5日。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