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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相关性肺炎（stroke -as soc iated 

pneumonia，SAP）的概念由Hilker于2003

年首先提出，是卒中后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

之一[1-2]，并且增加了住院时间及医疗费用[3]，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往国内外对

SAP这一概念缺乏统一的认知，诊断标准也

存在明显差别[4]，这可能会导致临床工作中对

SAP预防不到位、诊断不及时、抗感染治疗不

合理，最终患者预后不佳。为提高对SAP的认

识，由我国神经内科、呼吸科、感染科及重症医

学科等多学科专家于2009年成立专家组，共同

讨论制定并发表《卒中相关性肺炎诊治中国专

家共识》2010版[5]，以规范国内SAP的临床诊疗。

近年来，SAP相关研究领域积累了更多的临床

证据，尤其是中国人群的证据亦在增加，我们

对SAP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有鉴于此，神经内科、

急诊科、呼吸科、感染科及重症医学科等多学

科专家对原共识进行更新和修订，以适应SAP

临床防治工作的需要。本版共识在2010版的基

础上，经过多次工作会议，确定了整体框架和

主要更新内容；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展和

相关指南共识，并尽可能地采用我国SAP防治

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数据，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

复讨论修订而成，以期为临床SAP的防治工作

提供参考（附图1）。

1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定义及流行病学

根据英国多学科专家组成的SAP共识小组

（Pneumonia in Stroke Consensus Group，

PISCES）2015年发表的共识，建议将SAP定义

为：非机械通气的卒中患者在发病7 d内新出现

的肺炎。其发病群体为卒中后患者，与卒中后

机体功能障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感染导致

的炎症反应是加剧卒中后脑损伤的重要因素[6]，

SAP还会引起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如脓毒症、消

化道出血等[7]。

国外流行病学数据显示，SAP的发病率为

7%～38%[7-10]。我国冀瑞俊等根据中国国家卒中

登记中心的资料统计缺血性卒中患者中SAP

发病率为11.4%[6]，出血性卒中患者中发病率为

16.9%[11]。徐伟等[12]的研究显示，SAP的发病率

为35.97%，远高于通常意义上的院内获得性下

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1.76%～1.94%）。SAP

增加卒中患者的30 d病死率达3倍[13]，同时1年[9]

和3年死亡风险均上升[10]。

推荐意见：

SAP定义为非机械通气的卒中患者在发

病7 d内新出现的肺炎。

2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及预测模型

SAP风险预测能帮助选择干预措施以减

少高风险患者的发病率[14]。卒中诱导的免疫抑

制和吞咽困难是SAP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15]，

其他危险因素还包括年龄、性别、吸烟、卒中严

重程度、类型、部位，意识水平、吞咽障碍、喂

养方式、抑酸剂应用、入住重症医学科、合并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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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史及心房颤

动史等[9，16 -17]。2012年以来，已有多项研究采

用多因素回归模型设计了不同的SAP预测评

分[6，8，18-20]。建议采用由冀瑞俊等[6，11]报道的

基于中国人群数据建立的评分法评估中国卒

中患者SAP风险（表1）。该预测模型已经得到

相关研究验证[14，20]。

推荐意见：

采用基于中国人群数据建立的急性缺血性

卒中相关性肺炎评分（acute ischemic stroke-

associated pneumonia score，AIS-APS）、自

发性脑出血相关性肺炎评分(intracerebral 

hemorrhage-associated pneumonia score，

ICH-APS）预测模型评估中国卒中患者SAP

风险。

3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发病机制

SAP的发病机制与卒中引起的机体功能

表1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预测模型

急性缺血性卒中相关性肺炎评分（AIS-APS）[6] 自发性脑出血相关性肺炎评分（ICH-APS）[11]

预测因素 评分/分 风险评估 预测因素
量表评分/分

风险评估
ICH-APS-A ICH-APS-B

年龄/岁

总分为35分

极低风险：

0～6分

低风险：

7～13分

中等风险：

14～20分

高风险：

21～27分

极高风险：

28～35分

年龄/岁

极低风险：

0～3分

低风险：

4～7分

中等风险：

8～11分

高风险：

12～15分

极高风险：

≥16分

  ≤59 0   ≤59 0 0

  60～69 2   60～69 2 2

  70～79 5   70～79 3 3

  ≥80 7   ≥80 5 5

既往史 吸烟 1 1

  心房颤动 1 大量饮酒 1 1

  充血性心力衰竭 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5 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 卒中前生活不能自理（mRS评分≥3分） 2 2

  吸烟 1 入院NIHSS评分/分

卒中前生活不能自理（mRS评分≥3分） 2   0～5 0 0

入院NIHSS评分/分   6～10 1 2

  0～4 0   11～15 2 3

  5～9 2   ≥16 3 5

  10～14 5 入院GCS评分/分

  ≥15 8   15 0 -

入院GCS评分/分   13～14 2 -

  3～8 3   9～12 2 -

  9～12 0   3～8 2 -

  13～15 0 吞咽困难 2 3

吞咽障碍 3 幕下出血 1 1

OCSP分型 出血破入脑室 1 -

  腔隙性梗死 0 出血体积/mL

  部分前循环梗死 0   幕下出血＜10或幕上出血＜40 - 0

  完全前循环梗死 2   幕下出血10～20或幕上出血40～70 - 1

  后循环梗死 2   幕下出血＞20或幕上出血＞70 - 2

入院血糖/（mmol/L）

  ≤11.0 0

  ≥11.1 2

注：ICH-APS-A和ICH-APS-B分别为不包含血肿体积和包含血肿体积的ICH-APS。OCSP：牛津郡社区卒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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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密切相关，有其相对的独特性。卒中后意

识障碍、吞咽功能障碍造成的误吸及卒中引

起的免疫抑制被认为是SAP最主要的发病机

制[21]。40%～70%的卒中患者会出现意识水平下

降、吞咽障碍、保护性反射减弱、食管下段括

约肌功能下降、呼吸运动与吞咽运动的协调

性下降、咳嗽反射减弱等，因此易使鼻咽部、口

咽部分泌物及胃内容物被误吸至肺内而发生

SAP[22-23]。卒中后早期识别吞咽功能障碍能够

为营养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早期吞咽功能训练

可以减少肺部并发症[24]。

卒中诱导的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是SAP发

生的重要内在机制。急性卒中后系统性免疫反

应能够避免进一步的炎症刺激，从而保护脑

组织。但是会造成免疫抑制，引起卒中诱导免

疫抑制综合征和感染。即卒中导致脑损伤后

释放免疫调节介质IL-lβ、TNF-α、IL-6及降

钙素基因相关肽、神经肽、血管活性肠肽等作

用于血管、肾上腺、神经末梢，这些部位释放去

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乙酰胆碱，这3种物

质作用于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Th1细胞、

Th2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上相应的受体，

使这些细胞的免疫功能下降，从而产生全身免

疫抑制，易于发生感染。此外右侧大脑半球也

与T淋巴细胞活化有关，因此右侧卒中更易导

致T淋巴细胞数量和活化下降，使患者感染概

率增加[25]。

卧床坠积亦可引起SAP的发生。卒中患者

多因肢体瘫痪导致长时间卧床，气管内分泌物

淤滞坠积于肺底，细菌易于繁殖引起SAP。

此外，重症卒中会引起全身应激反应，交

感-肾上腺系统过度兴奋，儿茶酚胺释放增加，

全身血管收缩，肺毛细血管压力急剧升高（肺

循环为低压系统），肺瘀血水肿导致神经源性

肺水肿，亦可能参与SAP的发病。

4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病原学特点

卒中患者由于意识障碍、吞咽功能异常而

存在持续误吸的可能，吸入物不仅包括口咽部

的分泌物，还包括鼻腔分泌物、口腔内残留的

食物、胃肠道内容物和反流的消化液等。El-

Solh等[26]应用保护性肺泡灌洗的方法做病原

学研究发现，最多见的病原体是G-杆菌（49%）、

厌氧菌（16%）及金黄色葡萄球菌（12%），最多

见的厌氧菌是普雷沃菌和梭状杆菌，22%为混

合感染，20%是2种病原体混合感染，2%为3种

病原体。由此分析，SAP病原以G-杆菌为主，如

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等，多种细菌及厌

氧菌混合感染多见，而且疾病过程中病原体往

往多变，病原学检查难度较大，易出现多耐药

菌。目前世界范围内尚缺乏大规模多中心的流

行病学调查数据。

推荐意见：

SAP病原菌以G-杆菌为主，多种细菌及厌

氧菌混合感染多见，而且疾病过程中病原体往

往多变。

5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诊断

5.1 临床表现

非机械通气的卒中患者在发病7 d内新出

现的肺部感染症状：①发热≥38 ℃；②新出

现或加重的咳嗽或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③

新出现的脓痰，或24 h内出现痰液性状改变

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或需吸痰次数增加；④

肺部听诊发现啰音或爆裂音或支气管呼吸音；

⑤年龄≥70岁的老人，无其他明确原因出现意

识状态改变。

5.2 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

外周血白细胞≥10×109／L或≤4×109／L，

伴或不伴核左移；胸部影像学检查发现新出现

或进展性肺部浸润性病变，必要时行胸部CT

检查。Zhang等[27]的研究显示，SAP患者的白

细胞计数和CRP水平较非SAP患者显著增高，

CRP升高与缺血性卒中患者转归不良、病死率

增高及感染风险增高独立相关。降钙素原对感

染的预测价值优于白细胞计数和CRP，数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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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提示细菌感染越严重，存在细菌性感染及

脓毒症的可能性越大[28]。

5.3 病原学检查

在抗感染药物应用之前积极采集合格的下

呼吸道分泌物（中性粒细胞数>25个／低倍镜

视野，上皮细胞数<10个/低倍镜视野，或二者

比值>2.5∶1），经支气管镜防污染毛刷、支气

管肺泡灌洗液或无菌体液（血液或者胸腔积液）

标本送病原微生物检查。其中深部咳痰法无创

伤，患者或家属较易接受，临床应用较多；采

集痰标本前应摘去义齿、牙托等，清洁口腔，深

咳取痰，采集过程中最好有医务人员指导；不

能主动咳痰的患者需要拍背排痰。痰标本每

天送检1次，连续2～3 d做痰涂片和痰培养；采

集后1～2 h之内须立即进行实验室处理。血培

养是诊断血流感染的重要方法，成人每次应采

集2～3套，每套从不同穿刺点进行采集。从同

一穿刺点采集的血液标本通常按顺序注入厌

氧和需氧培养瓶，每瓶采血量为8～10 mL，以

提高阳性率。采血应在寒战或发热初起时进行。

SAP合并胸腔积液时，可行胸膜腔穿刺抽液送

常规、生化、涂片（革兰染色、抗酸染色等）及

培养等检测。

必要时抽血送检非典型病原体（支原体、

衣原体和军团菌）抗体或者核酸检测，如果血

清IgM抗体阳性或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

特异性IgG抗体滴度呈4倍或4倍以上变化即可

确诊。呼吸道病毒流行期间且有流行病学接触

史，应送检呼吸道分泌物（鼻/咽拭子）做相应

病毒抗原、核酸检测或病毒培养[29]。有条件者，

做病原高通量检测，其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

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诊断效能指标均明

显高于临床检测，特别对于混合感染具有更高

的诊断价值。

推荐意见：

尽可能积极地进行病原学检查，以优化

SAP抗感染治疗策略。

5.4 诊断标准

参照改良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标准[30]作为SAP的诊断标准（表2）。

5.5 病情严重程度评估

SAP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对于经验性

选择抗菌药物、治疗地点和判断预后有重要

意义。可采用CURB-65（Confusion，Uremia，

Respiratory rate，Blood pressure）和肺炎严

重指数（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评

分标准进行评估（表3）。

推荐意见：

建议CURB-65和PSI评分标准相结合对

SAP患者进行病情严重程度评估，以指导对患

者的进一步治疗。

5.6 鉴别诊断

医院获得性肺炎（hospita l-acqu ired 

pneumonia，HAP）：患者入院时不存在、也不

处于感染潜伏期，而于入院48 h后发生，由细菌、

真菌、支原体、病毒或原虫等病原体引起的肺

实质炎症。HAP与SAP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或

交叉，但HAP的患者群体更为广泛，而SAP特

指发生于卒中后的患者，且无论是否入住医院，

入院者可能发病时间更早（可在48 h内），发病

时间窗较窄（仅为卒中发病7 d内）。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表2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诊断标准

至少符合下列标准中任意1项

1 无其他明确原因出现发热（体温≥38℃）

2 白细胞减少（≤4×109／L）或白细胞增多（≥10×109／L）

3 年龄≥70岁老人，无其他明确原因出现意识状态改变

并且至少符合下列标准中任意2项

1 新出现的脓痰，或24 h内出现痰液性状改变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或需吸痰次数增加

2 新出现或加重的咳嗽或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呼吸频率＞25次/分）

3 肺部听诊发现啰音或爆裂音或支气管呼吸音

4 气体交换障碍［如低氧血症（PaO2/FiO2≤300），需氧量增加］

胸部影像学检查至少具有下列表现中任意1项

新出现或进展性的浸润影、实变影或磨玻璃影

（既往无心肺基础疾病患者，单次胸部影像检查具有上述表现中任意1项即可）

注：PaO2：氧分压；FiO2：吸入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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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卒中相关性肺炎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系统

评分系统 预测指标 风险评估 特点

CURB-65
评分

共5项指标，满足1项得1分：
低危：0～1分

     门诊或普通病房治疗

中危：2分

     普通病房治疗

高危：3～5分

     监护室治疗

简洁，敏感性高，

易于操作

1. 意识障碍

2. 血尿素氮＞7 mmol/L

3. 呼吸频率≥30次/分

4. 收缩压＜90 mm Hg或舒张压≤60 mm Hg

5. 年龄≥65岁

PSI评分

年龄加所有危险因素得分总和（女性减去10分）：

低危：

     Ⅰ级（≤50分）、

     Ⅱ级（51～70分）、

     Ⅲ级（71～90分），

     普通病房治疗

中危：Ⅳ级（91～130分）

     监护室治疗

高危：Ⅴ级（＞130分），

     监护室治疗

评分系统复杂，

敏感性和特异性高

1. 居住养老院10分

2. 基础疾病：肿瘤30分，肝病20分，充血性心力衰竭10分，脑血管

病10分，肾病10分

3. 体征：意识状态改变20分，呼吸频率≥30次/分20分，收缩压

＜90 mm Hg 20分，体温<35 ℃或≥40 ℃ 15分，脉搏≥125次/分 

10分

4. 实验室检查：动脉血气pH值<7.35 30分，血尿素氮≥11 mmol/L 

20分，血钠<130 mmol/L 20分，血糖≥14 mmol/L 10分，红细胞

压积＜30% 10分，PaO2<60 mm Hg 10分

5. 胸部影像：胸腔积液10分

注：PSI：肺炎严重指数；PaO2：氧分压。

pneumonia，C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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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平均潜伏期内（48 h内）发病的肺炎。SAP指

原无肺部感染的患者卒中后发生的肺炎，与住

院与否无关；部分CAP合并急性卒中患者，应与

SAP甄别，两者病原学特点可能存在较大不同。

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v e n t i l a t o r -

associated pneumonia，VAP）：在气管插管或

气管切开进行机械通气治疗48 h后或者去除人

工气道48 h内发生的肺炎。如卒中患者使用机

械通气后并发的肺部感染，应按VAP相关原则

进行诊断和治疗。

化学性肺炎（chemical pneumonitis）：

吸入化学刺激性气体、液体或有机粉尘所引

起的化学中毒性肺炎。大量吸入胃内容物可导

致化学性肺炎，但仅发生在大量、低pH值物质

（通常pH值＜2.5）的吸入。本病特征是患者突

然发作的呼吸困难、低氧血症、心动过速、听

诊双肺广泛的哮鸣音和爆裂音；往往气道分泌

物较为稀薄，感染相关实验室检查和病原学

检查为阴性。

6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治疗与管理

6.1 一般治疗

（1）积极治疗原发病：对卒中的相应治疗

和处理，包括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出血性

卒中的血肿清除和降颅压治疗等。

（2）化痰及痰液引流：应用盐酸氨溴索、乙

酰半胱氨酸、羧甲司坦等药物静脉或者雾化吸

入充分稀释痰液。护理方面需定时翻身、拍背、

变换体位（体位引流痰液）和吸痰，可选用排痰

机等机械物理方式促进呼吸道分泌物排出。

（3）口腔管理：加强口腔护理及综合管理

（使用生理盐水、氯己定或聚维酮碘含漱液冲

洗、刷洗牙齿和舌面等），可以减少口咽部条件

致病菌，避免其移位和易位，减少或预防肺部

感染的发生。

（4）氧疗与呼吸支持：动态监测患者的血

氧饱和度或者血气分析，血氧饱和度保持在

94%、氧分压保持在70 mm Hg以上；如果出现

低氧血症可给予持续鼻导管吸氧或者高流量

氧疗；如果常规氧疗无效，出现严重的低氧血

症或者呼吸衰竭（氧分压≤60 mm Hg）时给予

机械通气。注意：伴有意识障碍的卒中患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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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机械通气的禁忌人群。

（5）对症治疗：体温＞38.5 ℃给予退热

（药物或者物理降温）、补充液体、止咳、平喘

等治疗。

推荐意见：

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口腔护理及综合管

理，可以减少或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

6.2 早期营养支持

发病24～48 h内给予易消化、营养丰富的

食物或者营养液，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尽量口

服食物，若患者不能经口进食，推荐应用持续

肠内营养，且重症患者从初始肠内应用短肽制

剂到整蛋白制剂过度的序贯治疗对患者更为

有利；存在经口进食或肠内营养禁忌证者，需

要在3～7 d内启动肠外营养；能肠内营养者尽

量不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轻症非卧床患者能

量供给25～35 kcal/（kg·d），重症急性应激

期患者能量供给20～25 kcal/（kg·d）。对于

无并发症的患者，蛋白摄入至少1 g/（kg·d），

脂肪量一般不超过35％总能量摄入，应用富含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制剂，膳食纤维摄入应尽

可能达到25～30 g/d。为避免过度喂养，不建

议过早给予全目标量肠内及肠外营养，可在

3～7 d内达标[31]。

推荐意见：

·发病24～48 h内尽量让卒中患者口服食物，

若患者不能经口进食，推荐应用持续肠内营养，

能肠内营养者尽量不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

·存在经口进食或肠内营养禁忌证者，需要

在3～7 d内启动肠外营养。

6.3 抗感染治疗

SAP抗感染的治疗原则是经验性治疗与目

标抗感染治疗有机结合，初始经验性治疗应该

及时充分；同时应该高度重视病原学检查，以早

期、准确地获得目标抗感染治疗的证据，优化

抗感染治疗方案。

SAP的诊断一旦确立，应尽早开始经验性

抗感染治疗，初始方案的选择应该综合考虑宿

主因素、SAP的病原菌特点、药物的抗菌谱、抗

菌活性、药动学/药效学特征以及当地病原流

行病学特点、兼顾厌氧菌的混合感染治疗等因

素，选择起效迅速、神经毒性和肝肾毒性较低

的抗感染药物，必要时联合用药。在初始经验

性抗感染治疗的基础上，应尽快通过临床标本

培养和药敏鉴定，确定致病原为目标治疗提供

依据。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要在患者肺炎发生的

6 h之内或者尽快给予用药，否则会增加患者的

病死率、住院时间[32]。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推荐选用静脉制剂，期间应在疗效反应和病原

学资料的基础上及时调整用药。根据CURB-

65或PSI量表评估，轻中度SAP患者首选β-内

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复合制剂（如阿

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

哌酮/舒巴坦等）或头霉素类（头孢西丁、头孢

美唑等）或氧头孢烯类抗感染药物（拉氧头孢

或氟氧头孢），疗程一般5～7 d；根据CURB-65

或PSI量表评估为重症SAP患者首选厄他培南，

或者美罗培南、亚胺培南、比阿培南等，平均疗

程7～10 d。兼顾厌氧菌的混合感染治疗可考虑

联合用药，抗厌氧菌的治疗可以首选硝基咪唑

类药物（如左旋奥硝唑、甲硝唑、替硝唑等）。

根据耐药菌危险因素评估（表4）或者微

生物培养证实为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

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

杆菌和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CRE）感染，应适当

延长疗程至10～21 d[5]。MRSA感染时可应用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或者替考

拉宁；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时建议应用抗假单胞

菌的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

亚胺培南或美罗培南等）治疗，必要时联合应

用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等）或

氨基糖甙类药物（如奈替米星、依替米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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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普遍很高，可应用舒巴

坦制剂（如头孢哌酮/舒巴坦、氨苄西林/舒巴

坦）或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替加环素、多

黏菌素治疗，甚至可前述药物联合应用；CRE

感染的患者应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多黏菌

素或替加环素。如果病原学检查明确SAP患

者为非典型病原体（支原体、衣原体或军团菌）

感染，可选用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

等）、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等）或四环素类抗

感染药物（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等）。注意喹

诺酮类药物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副作用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本次卒中较严重、病变临近皮层或

既往有癫痫史者。

SAP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推荐详见表5。

疗效判定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的调

整：可通过白细胞计数、体温、血氧饱和度等指

标判断抗感染治疗效果，综合分析以指导临床

用药。胸部影像学检查往往滞后于临床指标的

改善。经过有效的治疗，SAP通常在48～72 h内

得到明显的临床改善；此时可不调整抗感染治

疗方案。如果已经进行病原学检查，72 h后应

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降阶梯选用窄谱抗感染

治疗药物，特别是针对初始应用碳青霉烯类广

谱抗菌药物的患者。

推荐意见：

·SAP的诊断一旦确立，应尽早开始经验

性抗感染治疗。

·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的选择应该

综合考虑宿主因素、SAP的病原菌特点、药物

的抗菌谱、抗菌活性、药动学/药效学特征以及

当地病原流行病学特点、兼顾厌氧菌的混合感

染治疗等因素，选择起效迅速、神经毒性和肝

肾毒性较低的抗感染药物。

·SAP在经验性治疗的基础上，应积极寻

求目标治疗的机会，即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选

择具有高度针对性或敏感的抗菌药物。

6.4 中医中药

吞咽功能障碍是SAP的独立危险因素，针

刺（崇骨、人迎、水突等）和中药内服能改善卒

中后吞咽功能障碍[33-34]。SAP基本证型以痰热

壅肺为主，其次为痰湿阻肺、肺脾气虚，瘀血之

象贯穿其中，病理因素以“痰、热、虚”为主，更

加突出“湿浊、瘀血”的特征[35]；运用清热化痰、

行气通腑、益气养阴法、培土生金法等治疗[36-38]；

一些中成药（痰热清、血必净、醒脑静）可辅助

提升疗效[39]；中药直肠滴注、中药雾化、穴位贴

敷等中药外治法也有辅助治疗作用[40-41]。

7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预防

对于AIS-APS和ICH-APS预测模型评分

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的卒中患者尤其要加强SAP

的预防，预防措施包括：为防止交叉感染，医务

人员接触患者前后应该规范化洗手、戴手套和

口罩，必要时穿隔离衣，特殊感染应入住隔离

间等。针对SAP的特殊性，本共识强调以下几个

方面。

7.1 半卧位

针对重症监护室中机械通气患者的

研究发现，与平卧位相比半卧位（床头抬高

30°～45°）可以显著降低吸入的发生[42]。因此，

表4  常见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耐药菌类别 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MRSA 呼吸道存在MRSA定植，所在医疗单元内MRSA分离率高

铜绿假单胞菌
皮肤黏膜屏障破坏，接受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免疫功能低下，慢性结构性肺病（支气管扩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度肺功能减退等

鲍曼不动杆菌 严重基础疾病，鲍曼不动杆菌定植

CRE
CRE定植，近90 d内使用过碳青霉烯类、氟喹诺酮、三四代头孢菌素及β内酰胺酶抑制剂等广谱抗菌药

物等

注：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RE：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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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患者如果没有禁忌证（如骨盆、脊椎疾病）

应尽量采用半卧位。

7.2 吞咽功能评估训练

Hinchey等[43]研究了2532例急性缺血性卒

中患者，发现吞咽功能筛查和训练可显著降低

肺炎发生率（P<0.01）。急性卒中后进行吞咽

功能的早期评估、筛查和康复有助于降低肺炎

的发生[24]。

7.3 气道管理

因痰液较多导致严重低氧血症（氧分

压≤60 mm Hg），鼻导管或面罩吸氧不能改

善，需要痰液引流者置入人工气道，评估1～2周

可以改善者经口或者经鼻插管，否则给予气管

切开（可以通过吸痰管吸引远端的气道分泌物，

更有利于痰液清除）。痰液淤积或者有明确吸

入者可用气管镜吸引，操作频度根据患者痰液

量个体化调整，初始每天1次，随着痰液减少隔

天或者1周1次。因舌后坠、颈短肥胖导致上气

道阻塞的患者，给予鼻咽通气道保持气道通畅；

高流量氧疗因吸入气体流量高，湿化好，并且可

产生一定水平的呼气末正压，逐渐成为重要的

氧疗和气道管理的手段[44]，有条件者可以积极

表5  卒中相关性肺炎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推荐

可能的病原体
推荐的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的常规剂量
单药治疗 联合用药

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①

或头霉素类②和氧头孢烯类③

或莫西沙星

头孢曲松+硝基咪唑类⑦

或

左氧氟沙星+左旋奥硝唑

或

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

或

抗假单孢菌头孢类④

+氨基糖苷类⑨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5 g/6～8 h

氨苄西林/舒巴坦1.5 g/6～8 h

哌拉西林/舒巴坦2.5 g/6 h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1.2 g/6～8 h

头孢西丁1～2 g/6～8 h

头孢美唑1～2 g/6～8 h

头孢曲松2～4 g/d

头孢哌酮/舒巴坦2～3 g/8～12 h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2.5 g/8 h

头孢吡肟2 g/8～12 h 

头孢他啶2 g/8 h

拉氧头孢1～2 g/8 h

氟氧头孢0.5～1 g/12 h

厄他培南1 g/d

亚胺培南0.5 g/6 h 或 1 g/8 h

美罗培南1 g/8 h

比阿培南0.3～0.6 g/8～12 h

奈替米星100～200 mg/8～12 h

依替米星100 mg/8～12 h

左氧氟沙星500 mg/d

莫西沙星400 mg/d

阿奇霉素250 mg/d，首剂加倍

万古霉素15 mg/（kg·12 h）

去甲万古霉素400 mg/6 h 或 800 mg/12 h

利奈唑胺600 mg/12 h

替考拉宁200 mg/d，首剂加倍

左旋奥硝唑0.5 g/8～12 h 

甲硝唑0.5 g/6～8 h

替硝唑0.8 g/d

替加环素50 mg/12 h，第1天加倍

多黏菌素1.5～2.5 mg/（kg·d），分2次

肺炎链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

抗菌药物敏感的G-杆菌

   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多耐药病原体

   铜绿假单胞菌 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①

或抗假单孢菌头孢类④

或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⑤   产ESBL的肠杆菌

   鲍曼不动杆菌

舒巴坦制剂⑥

或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⑤

或替加环素或多黏菌素

   MRSA
万古霉素或去甲万古霉素

或利奈唑胺或替考拉宁

   CRE
多黏菌素或替加环素

或头孢他啶/阿维巴坦

厌氧菌

   普雷沃菌、梭状杆菌 硝基咪唑类⑦

非典型病原体
左氧氟沙星或莫西沙星

或阿奇霉素

病情严重或者脓毒症患者
首选非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⑧

或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⑤

注：初期经验性治疗应该在病原学资料和疗效反应的基础上相应调整用药。以上剂量为肾功能正常患者的剂量，奈替米星、依替米星、万古霉素在肾功能
有异常时应调整。①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舒巴坦、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哌酮/舒
巴坦、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等；②头霉素类：头孢西丁、头孢美唑等；③氧头孢烯类：拉氧头孢、氟氧头孢等；④抗假单孢菌头孢类：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等；
⑤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美罗培南、亚胺培南、比阿培南、帕尼培南等；⑥舒巴坦制剂：头孢哌酮/舒巴坦、氨苄西林/舒巴坦等；⑦硝基咪唑类：左旋奥
硝唑、甲硝唑、替硝唑等；⑧非抗假单孢菌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⑨氨基糖苷类：奈替米星、依替米星等。ESBL：超广谱β-内酰胺酶；MRSA：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CRE：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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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7.4 喂养管理

（1）经口进食者建议食用软烂、稠厚的食物

（米糊、蛋羹、酸奶、豆腐脑等），而不是黏稠或

稀薄的液体。进食时应尽量保持下颚向下，头

转向一侧，并鼓励吞咽少量食物、多次吞咽及

每次吞咽后咳嗽[45]。

（2）管饲者喂养前核实喂养管位置：喂养

管错位，如置于食管或误入支气管是喂养的严

重并发症之一，可以导致肺炎。X线检查是判断

喂养管位置的金标准。昏迷、镇静或者咳嗽反

射减弱或消失的患者首次喂养前进行X线检查

核实喂养管的位置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喂养过

程中发生误吸或者怀疑喂养管移位，应再次通

过X线检查核实喂养管位置。

（3）幽门后置管喂养：存在幽门梗阻、胃瘫、

食管反流或者误吸的患者，采用幽门后置管喂

养的方式可以减少肺炎的发生[46]。

（4）预期持续较长时间（＞2～3周）无法恢

复吞咽功能者建议通过经皮内镜下胃或十二指

肠造瘘给予营养支持治疗[47]。

7.4 药物使用

（1）减少糖皮质激素、质子泵抑制剂、H2

受体阻滞剂、镇静剂和肌松剂的应用[48]。

（2）避免预防性使用抗感染药物：目前各

国均不推荐应用抗感染药物预防SAP。

（3）对于亚洲卒中患者，使用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巯甲丙脯酸）控制血压可以降低

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原理可能是通过提高P物

质水平，促进咳嗽和改善吞咽反射[49]。

推荐意见：

·患者床头抬高30°～45°是预防SAP的有

效措施。

·对卒中患者早期吞咽功能评估和训练可

减少SAP发生。

·存在幽门梗阻、胃瘫、食管反流或者误吸

的患者，采用幽门后置管喂养的方式可以减少

肺炎的发生。

卒中患者

胸部影像检查

确诊卒中相关性肺炎

取下呼吸道标本 细菌培养鉴定

经验性应用抗感染药物

指导抗感染药应用

新出现或进展性

肺部浸润性病变

确定责任致病菌，

做药敏测定

卒中发病7 d内
非建立人工气道者

预测模型：

AIS-APS
ICH-APS-A
ICH-APS-B

出现肺部感染证据：

发热、咳嗽、咯痰、低氧

做血培养，病毒、军团菌、

支原体、衣原体抗体检查

入院动态评估 预防

  床头抬高30˚～45˚

  吞咽功能评估训练

  气道管理

  喂养管理

AIS-APS：急性缺血性卒中相关性肺炎评分；ICH-APS：自发性脑出血相关性肺炎评分。

附图1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预防、诊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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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    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陈旭岩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褚晓凡 深圳市人民医院

 丁邦晗 广东省中医院

 丁则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董   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方邦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付建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管阳太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郭树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何小军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胡    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胡文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黄    怡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冀瑞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康    海 烟台毓璜顶医院

黎檀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    斗 北京急救中心

李淑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李    勇 沧州市中心医院

李玉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梁    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刘慧慧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    双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刘    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卢    林 山东省立医院

马联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马岳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裴    俏 《中国急救医学杂志》

彭    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志刚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石广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史继学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宋海庆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唐洲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伍国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    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徐    军 北京协和医院

许    铁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杨立山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杨清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杨中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余    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曾红科 广东省人民医院

詹    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    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张国强 中日友好医院

张    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张进军 北京急救中心

张    睿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张越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张运周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赵    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赵性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郑    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朱华栋 北京协和医院

朱长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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