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状病毒专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危重症
病房中普通外科相关问题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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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为提高武汉疫区危重症患者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我
国政府从全国抽调优势力量支援武汉，集中收治危重症患

者。 笔者单位由重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科、心内科、普通

外科等专业组建 １３３ 人医护队伍，成建制接管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东院危重症病房，与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多学科协作团队

共同救治患者。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笔者所在医疗队共

收治 １０９ 例患者，其中 ４８ 例康复出院。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多为高龄、伴合并症，病情复杂、诊断与治疗难度大，笔者团队

结合临床实践，总结在危重症病人救治过程中，普通外科相

关问题的处理经验和策略，以期为普通外科同道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并发症；　 普通外

科；　 危重症病房；　 经验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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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以肺部病变为主的新型传

染病，除肺部外，还可引起肠道、肝脏、神经系统的损

害。 新冠肺炎已纳入我国法定乙类传染病管理，采
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１］。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４ 时，我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累计确诊病例 ８０ ７３５ 例，现存确

诊病例 １９ ０１６ 例，疑似病例 ４２１ 例［２］。 海外累计确

诊病例 ３０ ０４８ 例，现存确诊病例 ２５ ９８４ 例［３］。

１　 新冠肺炎临床特点及治疗难点

　 　 新冠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临床症状相对不

典型，主要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临床表现。 临床上

早期可无明显异常，约半数患者在发病 １ 周后出现

呼吸困难。 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
部分患者病情会突然变化，快速进展为 ＡＲＤＳ、难以

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尤其是老年

患者，由于其可能合并糖尿病、冠心病、呼吸道疾病

等基础疾病，因此，极易发展为重症及危重症。 湖北

省新冠肺炎粗病死率（２ ９％）约为其他省份粗病死

率（０ ４％）的 ７ ３ 倍；未报告合并症的新冠肺炎患者

粗病死率为 ０ ９％，有合并症新冠肺炎患者粗病死

率明显升高，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的

新冠肺炎患者粗病死率分别为 １０ ５％、 ７ ３％ 和

５ ６％，危重症患者粗病死率为 ４９ ０％［４］。 在疫情防

控中，避免轻、中症患者进展为重症或危重症是治疗

的主要目标。 而对于重症新冠肺炎患者，防治并发

症、减少器官损伤从而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则是

目前治疗难点。

２　 新冠肺炎重症病房设置

　 　 笔者随陕西医疗队赴武汉成建制接管危重症病

房，在一线参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特殊时期，武汉

新冠肺炎重症病房多数由普通病房改建而成，床位、
人员配置、医疗设备、病房条件等都不完备。 随着工

作流程的建立、医疗设备的募集、医护队伍的磨合逐

步完善。 笔者所在重症病房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

院血管外科病房改建而成，结合实际经验，新冠肺炎

重症病房需满足 ３ 个方面基本条件：（１）隔离病房

的设置及基本条件。 即三区两通道、室内消毒设备、
排气设施等，现有条件不具备的视频及对讲系统均

简化为对讲机或工作手机替代。 （２）重症监护及治

疗设备包括能进行 ２４ ｈ 心电监测、指脉氧及无创血

压及有创血压监测的床旁监护仪，实施床旁快速监

测的血气分析仪、血糖监测仪等监测设备，也包括输

液泵、输注泵、除颤仪、下肢充气压力泵、床旁肾脏替

代设备（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机）及心肺功能支持

的体外膜肺氧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
ｔｉｏｎ，ＥＣＭＯ）等生命支持与治疗设备。 （３）人员配

置：疫情期间，由于武汉当地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外
地援助医护数量有限，重症病房医师团队多由重症

科、呼吸科专业的医师与较高年资、具有丰富临床经

验的外科及内科医师共同组成，而护理团队则由重

症专科护士与具有多学科医疗护理、急救基础知识、
熟练掌握各种监护仪使用与管理的高年资非专科护

士共同组成。 短时间内快速熟悉、磨合，建立规范的

流程与核查制度是医护人员尽快融入医疗工作，提
高患者救治水平的重要保证。

３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中少数病情危重，预后较差。 根

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对
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应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积极

防治并发症，治疗基础疾病，同时预防继发感染，及
时进行器官功能支持［１］。
　 　 外科医师应与重症科、呼吸科专业医师协同合

作，对患者精细化管理，因人施治，随时调整治疗方

案。 李兰娟院士提出“四抗两平衡”的治疗策略，即
抗病毒、抗低氧血症、抗休克、抗继发感染，同时维持

水电解质平衡和微生态平衡［５］。 危重症患者体内

细胞因子炎症风暴可造成多器官损伤［６－７］。 必要时

给予患者器官功能支持，如对于肺部受损引起低氧

血症的患者，应及时给予高流量吸氧或无创呼吸机

支持，后期低氧血症加重时，可积极予以气管插管有

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对于肾脏受累者，可行床旁血

液滤过治疗，维持患者肾脏功能。 在给予患者标准

呼吸治疗流程后，若患者仍处于严重低氧状态而危

及生命时，可通过 ＥＣＭＯ 进行挽救治疗。
　 　 对于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宜重点关注患者的免疫

功能保护，因为细胞因子风暴本质上是由宿主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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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反应引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徐晓玲教授、
魏海明教授团队研究发现：ＩＬ⁃６ 是触发新冠肺炎细

胞因子风暴的“导火线”，而抗 ＩＬ⁃６ 受体托珠单克隆

抗体，可有效阻断炎症风暴，早期足量使用可阻止疾

病向严重转化。 其区别于糖皮质激素对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的全面抑制作用，安全性更好。 《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托珠单克

隆抗体在双肺广泛病变及重型患者伴 ＩＬ⁃６ 水平升

高者的治疗中已得到推荐［１］。

４　 普通外科相关问题处理策略

　 　 在新冠肺炎危重症病房中，不乏合并外科相关

疾病的患者。 此时在多学科团队协作下，外科医师

应该积极参与，与相关科室紧密合作，以最优策略处

理相关问题。
４．１　 临床营养并发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
尸检病理学结果显示：胃和肠管黏膜上皮不同程度

变性、坏死、脱落［１］。 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由于血

流动力学不稳定、内环境紊乱导致胃肠道功能严重

受损，从而造成营养相关并发症，而长时间能量不

足、负氮平衡及肠黏膜屏障功能破坏将会增加患者

病死率并进一步增加其他并发症发生率。
　 　 临床营养并发症是危重症病房最常见的并发

症。 笔者所在病区中 Ａｌｂ 水平低于正常生理水平的

患者占 ８０％。 因此，患者进入重症病房即应使用营

养风险筛查 ２００２、危重症患者营养风险评分等量表

评估营养风险并设定营养支持目标。 如无禁忌证，
２４～４８ ｈ 内开始行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供给充足的

能量和蛋白质。 对于有高误吸风险患者，如气道保

护能力丧失、年龄＞７０ 岁、意识水平下降、口腔护理

较差、俯卧位、胃食管反流等，可首选幽门后喂养。
若肠内营养无法实施，应尽快启动肠外营养，必要时

可合理应用药理营养素。 对于单独使用肠内营养不

能达到能量和蛋白质目标量＞６０％的患者，推荐使用

补充性肠外营养。 实施肠外营养应注意维持体液平

衡，对老年及大面积肺实变患者，须控制静脉输液

量。 营养治疗的过程需个体化，动态评估治疗效果

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从而降低疾病严重程度，改善

患者预后。
４．２　 腹部合并症

　 　 新冠肺炎患者因病情危重、使用激素等原因导

致免疫力低下，使腹部合并症进展。 亦可由于机体

创伤应激使原本择期手术的外科问题加重。 处理策

略上仍应遵循分类救治原则，对于非紧急情况的外

科问题，在不影响预后的情况下建议推迟手术。 对

于中晚期或临界可切除恶性肿瘤，如胃癌、肠癌、肝
癌、胰腺癌、胆管癌等，在不违反治疗原则的前提下，
可先行新辅助放化疗及门静脉栓塞术、ＴＡＣＥ、ＰＴＣＤ
等治疗，控制疾病进展，并在疫情控制后尽快施行手

术治疗。 此类患者有限等待的治疗方案在国内外较

多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均有推荐。 对于症状加重，从
择期或限期转变为需急诊手术的患者，或可能因延

期治疗造成病情延误恶化的患者，在做好围术期标

准预防的基础上应及时手术。
　 　 笔者所在病区收治 １ 例新冠肺炎合并重症坏死

性胰腺炎男性患者，４３ 岁，１５ ｄ 前诊断为轻症新冠

肺炎，入院前 ８ ｄ 发生腹痛、腹胀，诊断急性坏死性

胰腺炎，采取以重症胰腺炎为主、新冠肺炎为辅治疗

策略，尽早机械通气，抗病毒同时抗菌治疗，控制肺

部病毒与胰腺炎双重打击，积极纠正腹部及全身状

况的策略，起到良好效果。
　 　 手术创伤应激可能导致新冠肺炎病情进一步恶

化。 因此，在选择手术方式时应遵循损伤控制原则，
手术宜采用简单快速的方式，控制原发病进一步恶

化即可，待患者获得全身器官功能恢复后，可于后期

进行二次根治术或彻底手术。
４．３　 血管相关并发症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由于卧床时间较长，且均

存在凝血功能紊乱，需特别关注静脉血栓栓塞（ｖｅｉ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ＶＴＥ）风险，警惕深静脉血栓形成

后发生肺血栓栓塞症（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ＰＴＥ）。 对突然出现氧合功能恶化、呼吸窘迫、血压

下降等临床表现者需警惕 ＰＴＥ 的发生，及时给予相

应治疗。 部分患者病情变化迅速，在治疗过程中

ＶＴＥ 风险和出血风险存在动态改变，应动态评估并

给予预防措施，适时调整策略，减少 ＶＴＥ 发生率，防
止致死性 ＰＴＥ 的发生。
　 　 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前期研究结果显示：重症

患者体内 Ｄ⁃二聚体水平较轻症患者明显增高，提示

Ｄ⁃二聚体可能与病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８］。 笔

者临床观察亦如此，考虑可能由于危重症患者体内

细胞因子炎症风暴导致肺泡内凝血纤溶失衡进而激

活纤溶系统造成 Ｄ⁃二聚体增高，临床实践中可根据

此预警判断病情进展并及时给予干预纠正。
　 　 笔者所在危重症病区 １ 例新冠肺炎合并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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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转入前即发现合并糖尿病足，右足第一、二趾

呈缺血性改变，按照血管外科原则，给予相关检查，
抗凝，扩张血管，积极治疗后原发病即缓解。 新冠肺

炎是导致其糖尿病足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肺

部病变，合理选择治疗策略尤为重要。
４．４　 急腹症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出现急性腹痛症状者，外
科医师不可先入为主，应首先仔细了解患者病史和

既往史，详细体格检查并结合相应检查形成初步诊

断。 与可引起急腹症的内科疾病相鉴别，确为外科

急腹症患者，应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对于生命体征

平稳，局部病情稳定，如单纯急性阑尾炎、不全性肠

梗阻、单纯急性胆囊炎等不需急诊手术患者，可考虑

继续非手术治疗，密切关注病情变化。 笔者所在病

区 １ 例患者合并单纯性阑尾炎，及时诊断、分期，给
予非手术治疗后好转。 若有明显腹部体征合并弥漫

性腹膜炎表现，如胃十二指肠穿孔、急性化脓性阑尾

炎合并穿孔、肠扭转合并肠坏死、肿瘤合并肠穿孔、
坏疽性胆囊炎穿孔合并肝脓肿等，或非手术治疗无

效、病情进行性加重的患者则及时行急诊手术治疗。
　 　 对于转入隔离危重症病房的术后急腹症患者，
应充分做好围术期管理。 应充分了解手术情况，对
应不同手术创伤，作出评估。 在抗病毒治疗及新冠

肺炎的治疗基础上，按照相关手术后管理要点进行

管理，肺部情况作为重点，努力改善低氧状态，加强

术后功能锻炼。 加强引流管及腹部情况观察，普通

外科手术应注意在低氧状态下吻合口漏及腹腔感染

发生率可能增高，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兼顾腹部及肺

部覆盖，避免发生相关并发症。

５　 心理干预

　 　 外科手术前患者及家属易发生负性心理认知，
对于新冠肺炎合并外科问题的患者，由于其在原有

基础疾病上合并外科问题，心理负担更重，常会发生

焦躁或抑郁情况，心理干预尤为重要。 抗疫一线的

外科医师可充分发挥优势，借鉴既往临床外科工作

中的沟通经验，对于可能存在心理障碍的患者，应尽

早、及时介入，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改善患者对疫情

和疾病的认知。 笔者所在病区建立医护患者微信

群、成立病友互助小组，有效缓解患者紧张、焦虑情

绪，改善生命质量，提高治疗效果。 而对于精神心理

问题较严重的患者，如笔者所在病区出现 １ 例患者

因极度焦虑，无法控制其活动范围，精神科医师及时

干预与治疗后好转。

６　 结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大批外科同

道尤其是普通外科医师奔赴抗疫第一线，与重症科、
呼吸科专业等同道协同作战。 笔者根据在危重症病

房的临床实践中总结经验，旨在为普通外科同道参

阅，愿这场战役的胜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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