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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概述与分类



休克定义
休克是机体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组织灌注不足，细胞代谢紊乱和功能

受损的病理生理过程。

发生机制
休克的发生机制复杂，涉及神经、体液和细胞等多个层面，主要包括血

容量减少、血管舒缩功能障碍和心肌收缩力减弱等。

休克定义及发生机制



低血容量性休克：主要由大量失血
或体液丢失引起，特点是循环血量
锐减，导致组织灌注不足。

根据休克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可将其分为低血容量性休克、

心源性休克、分布性休克和梗

阻性休克等类型。

心源性休克：由于心脏泵血功能衰
竭引起，特点是心脏射血能力下降

，组织器官灌注不足。

分布性休克：主要由于血管舒缩功
能障碍导致血流分布异常，特点是
外周血管阻力降低，血压下降。

梗阻性休克：由于回心血流受阻或
心排出道梗阻引起，特点是心脏后
负荷增加，心排出量减少。

常见类型及其特点



临床表现与诊断标准

• 存在引起休克的病因或诱因。
• 有意识障碍、呼吸频率和节律异常、皮肤色泽和
温度改变等临床表现。

• 收缩压低于90mmHg或较基础血压下降40mmHg
以上，或需要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

• 存在组织灌注不足的表现，如尿量减少、乳酸升
高等。

诊断标准

• 休克早期：患者可出现精神紧张、面色苍白、手
足湿冷、心率加快和血压正常或稍高等症状。

• 休克中期：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可出现表情淡漠
、反应迟钝、血压下降和尿量减少等表现。

• 休克晚期：患者可出现意识模糊或昏迷、全身皮
肤黏膜发绀、四肢厥冷、脉细速或摸不清、血压测

不到和少尿或无尿等严重症状。

临床表现



代谢改变

糖代谢异常：休克时，机体糖代谢发生紊乱，可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现象。

脂肪代谢异常：休克时，机体脂肪分解加速，产生大量酮体，可导致酮症酸中毒。

器官功能障碍

肾脏损伤：休克时，肾脏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可导致急性肾损伤。

肝脏损伤：休克时，肝脏血流量减少，肝细胞受损，可出现肝功能异常。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休克时，肠道血流量减少，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可导致细菌易位和感染。

休克对机体影响

“



免疫系统激活与炎症反应

免疫系统激活：休克时，机体免疫系统被激活，释放大量炎性介

质和细胞因子。

炎症反应失控：过度的炎症反应可导致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

进一步加重病情。

休克对机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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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基础知识回顾



微循环障碍与休克关系

微循环障碍的类型
包括微循环收缩期、微循环扩张期、微循环衰竭期，与休克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

微循环障碍对休克的影响
微循环障碍可导致组织缺氧、酸中毒、能量代谢障碍等，进一步加重休

克。

微循环的组成与功能
微循环是血液与组织间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场所，包括微动脉、后微动

脉、毛细血管前括约肌、真毛细血管、通血毛细血管、动-静脉吻合支

和微静脉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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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克过程中，由于组织缺氧和再灌注损伤，可产生大量氧自由基，

同时机体也存在清除氧自由基的抗氧化系统。

氧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

氧自由基可攻击细胞膜、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导致细胞结

构和功能损伤。

氧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作用

针对氧自由基损伤，可采取抗氧化治疗，如使用抗氧化剂、改善组

织氧供等，以减轻休克损伤。

抗氧化治疗在休克中的应用

氧自由基损伤在休克中作用



炎症反应的发生与调控
休克过程中，机体可发生全身性炎症反应，涉及多种炎症介质和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适度的炎症反应有助

于机体抵御外来侵袭，但过度炎症反应则可导致组织损伤。

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调控机制

免疫应答在休克中的作用
免疫应答是机体对抗外来病原体的重要机制，在休克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免疫细胞的激活和免疫因子的

释放可影响休克的发展和转归。

免疫调理治疗在休克中的应用
针对免疫应答异常，可采取免疫调理治疗，如使用免疫抑制剂、免疫增强剂等，以恢复机体免疫平衡，减轻

休克损伤。



细胞凋亡和坏死过程

细胞凋亡与坏死的概念及区别
细胞凋亡是细胞主动的程序性死亡过程，而细胞坏死则是细胞受到严重损伤后的被动性死亡。

二者在形态学、发生机制和生物学意义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细胞凋亡与坏死在休克中的意义
在休克过程中，细胞凋亡和坏死均可发生。细胞凋亡可能参与休克后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和重

塑，而细胞坏死则可能导致组织器官的功能障碍和衰竭。

抗凋亡与抗坏死治疗在休克中的应用前景
针对细胞凋亡和坏死，可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如使用抗凋亡药物抑制过度凋亡，或使用抗坏

死药物减轻细胞坏死损伤。这些治疗措施在休克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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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设计与实施方法
论述



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休克

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培养学生实践操

作能力、观察分析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目的

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休克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

准确观测和记录实验指标，能够对实验数据

进行合理的处理和分析，并撰写规范的实验

报告。

要求

实验目的和要求明确



选择依据
根据休克类型和教学需求，选择适当的动物模型。常用动物包括家兔、

大鼠、小鼠等，需考虑其生理特点、可操作性、经济成本等因素。

操作技巧
详细介绍动物麻醉、手术操作、药物使用等关键步骤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强调实验过程中的动物伦理和安全问题。

动物模型选择依据及操作技巧分享



观测指标
包括生命体征（如呼吸、心率、血压等）、组织器官功能（如

尿量、皮肤颜色等）以及相关生化指标（如血糖、血乳酸等）。

记录规范

指标观测和记录规范性指导

强调实验记录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格式和

时间点进行记录，并注意数据的单位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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