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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过敏反应快速识别与紧急处理策略研究
强巴泽拥

西安思源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038；

摘要：严重过敏反应作为极具致命风险的急危病症，其快速识别与紧急处理对降低死亡率意义重大。当下临床实

践却面临诸多棘手难题，像症状多样性致使准确识别困难、急救流程未达规范化以及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等。鉴于

此，专业人员构建并实施了一系列涵盖多方面的优化策略，包括标准化诊断流程、推广自动注射型肾上腺素、强

化多学科协作及提升医护人员培训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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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发病急促且会危及生命的全

身性过敏性疾病，近年来发病率持续上升，在儿童和青

少年群体中更为常见。因其症状复杂多样且发病迅速，

快速识别与紧急处理对降低死亡率极为关键。但当前临

床实践存在识别滞后、处理不规范、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等问题，既影响患者预后，也冲击医疗体系。深入剖析

现状、优化处理策略并展望未来，对提升严重过敏反应

救治水平意义重大。

1 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现状剖析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突发且可能危及生命的全身

性过敏反应，其临床表现多样且复杂，涉及多个系统。

在临床实践中，这种反应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尤其是在

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更为常见。其主要诱因包括食物、

药物、昆虫叮咬以及某些物理因素等。由于其症状的多

样性，如皮肤瘙痒、呼吸困难、血压骤降等，临床医生

在诊断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在临床诊断方面，严重过敏反应的快速识别是降低

死亡率的关键。目前的诊断流程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

面，症状的快速变化使得临床医生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

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

和快速检测手段，导致部分患者在发病初期未能得到及

时诊断和处理。临床医生对严重过敏反应的认识程度也

存在差异，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可能因经验不

足而延误救治。

在处理策略方面，尽管目前已有多种治疗手段，如

肾上腺素注射、抗组胺药物等，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

诸多挑战。一方面，部分患者对肾上腺素的使用存在恐

惧心理，担心其可能引发的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导致

使用不及时，从而延误救治时机。另一方面，不同地区

和医疗机构在救治流程上缺乏标准化，导致救治效果参

差不齐。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可能因缺乏明确的急救规范，

无法为严重过敏反应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处理。

在急救设备和药物的配备方面，问题同样突出。一

些偏远地区或基层医疗机构可能因资源有限，无法配备

足够的急救设备和药物，如自动注射型肾上腺素笔等，

这使得在患者突发严重过敏反应时，无法提供及时的急

救支持。部分医疗机构对急救设备的维护和更新不足，

也可能影响其在紧急情况下的正常使用。在临床研究方

面，近年来虽然对严重过敏反应的病理生理机制有了更

深入解，但在临床实践中的转化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对于过敏反应的早期预警指标和个体化治疗方案

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大规模的临床验证
[1]
。临

床研究与实际医疗实践之间存在脱节现象，许多新的研

究成果难以快速转化为临床应用，限制了新策略的推广

和应用。

2 快速识别的瓶颈与挑战

严重过敏反应的快速识别是降低病死率和改善预

后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这一过程面临

着诸多瓶颈与挑战。快速识别的首要难题在于症状的多

样性和非特异性。严重过敏反应可能表现为皮肤瘙痒、

红斑、荨麻疹，也可能迅速进展为呼吸困难、喉头水肿、

低血压甚至休克。这些症状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同时

存在，且与其他疾病的症状存在重叠，如哮喘、晕厥或

急性心血管事件，使得临床医生在短时间内难以准确判

断。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病速度极快，症状可能在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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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迅速恶化，这要求临床医生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识别和初步诊断。

然而，目前缺乏快速、准确且简便的诊断工具来辅

助临床判断。现有的诊断依据主要依赖于病史采集和临

床表现的综合评估，但病史的获取往往受到时间限制，

且患者或家属可能无法准确回忆或描述症状的起始和

进展过程，进一步增加了识别的难度。在临床实践中，

不同科室的医生对严重过敏反应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存

在差异
[2]
。急诊科医生虽然具备一定的急救经验，但对

于过敏反应的早期识别可能缺乏足够的敏感性；而过敏

科或皮肤科医生虽然对过敏性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但

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及时参与救治。这种跨学科的协

作不足，导致在面对严重过敏反应时，难以形成快速、

高效的识别和处理流程。

公众对严重过敏反应的认知不足也是一大挑战。许

多患者和家属对过敏反应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未

能在症状初发时及时就医，导致病情延误。部分患者可

能未意识到某些常见过敏原（如某些食物、药物或昆虫

叮咬）的潜在危险，未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增加了

过敏反应的发生风险。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基层医疗

机构和偏远地区往往缺乏必要的急救设备和专业人员，

无法及时对严重过敏反应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处理。即使

在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也可能因为缺乏统一的培训和

规范的操作流程，导致临床医生在面对此类紧急情况时

反应迟缓或处理不当。

3 紧急处理中的关键问题剖析

严重过敏反应的紧急处理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

环节，然而在实际临床实践中，这一环节仍存在诸多关

键问题亟待解决。肾上腺素是严重过敏反应的首选急救

药物，能够迅速缓解气道痉挛、提升血压、改善心脏功

能，但其使用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医护人员对肾上腺

素的使用存在顾虑，担心其可能引发的心律失常等不良

反应，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犹豫不决，延误了最佳治疗时

机。肾上腺素的剂量和给药途径选择也存在不规范的情

况，不同医疗机构的处理流程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标

准，进一步影响了救治效果。在急救设备的配备和使用

方面，自动注射型肾上腺素（如肾上腺素笔）虽然操作

简便，但在推广和使用上仍存在障碍。

一方面，部分患者和家属对这种急救设备的使用方

法不熟悉，无法在紧急情况下正确操作；另一方面，一

些基层医疗机构由于成本或认知不足，未能配备足够的

肾上腺素笔，导致在患者突发严重过敏反应时无法及时

提供有效的急救支持。除了药物和设备的问题，急救流

程的不完善也是影响紧急处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严重过

敏反应的急救需要多学科协作，包括急诊科、过敏科、

呼吸科、心血管科等，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科室之间的

沟通和协作机制往往不够顺畅。例如，患者在急诊室接

受初步处理后，后续的专科会诊和进一步治疗可能存在

延迟，导致患者在转运过程中病情恶化。

部分医护人员对严重过敏反应的病理生理机制、急

救药物的作用机制以及急救设备的使用缺乏系统的学

习，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失误。对于急救技能的持续

培训和考核机制也存在不足，部分医护人员在面对真实

病例时，可能因缺乏实战经验而无法迅速做出正确的判

断和处理。患者在急救后的随访和管理也存在不足
[3]
。

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在急性期过后，需要进行详细的过敏

原检测和长期的健康管理，以预防再次发作。因此，我

们要完善目前的医疗体系中的随访机制，在患者出院后

给予专业的指导和支持，让部分患者能进行有效的过敏

原回避和预防，从而减少再次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

4 优化策略的构建与实施

在快速识别方面，优化策略应着重于提升诊断效率

与准确性。为此，开发标准化的诊断流程至关重要，该

流程需结合病史采集、症状评估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

形成一套快速、准确的诊断体系。引入先进的诊断工具

和技术，如生物标志物检测和智能诊断系统，能够为临

床医生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帮助其在短时间内做出准确

判断。可以通过加强医护人员对严重过敏反应的认识培

训，提升其对症状的敏感性和识别能力，也是优化识别

策略的重要环节。

在紧急处理方面，优化策略需聚焦于急救流程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制定统一的急救操作指南，明确肾上腺

素的使用时机、剂量和给药途径，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

够迅速、正确地实施救治。推广自动注射型肾上腺素的

使用，并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培训，使其能够在院前急

救中发挥重要作用。优化急救流程还包括加强多学科协

作，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确保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的

转运和治疗能够无缝衔接。对于急救设备和药物的配备，

优化策略需从医疗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在基层医疗机

构和偏远地区，应加大对急救设备和药物的投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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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备基本的急救能力。定期对急救设备进行维护和更

新，确保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建立急救设备

和药物的共享机制，能够有效解决部分地区资源不足的

问题。

在人员培训方面，优化策略应注重提升医护人员的

专业能力。制定系统化的培训计划，涵盖严重过敏反应

的病理生理机制、急救技能、设备使用以及多学科协作

等内容，确保医护人员能够全面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4]
。

建立持续培训和考核机制，通过定期的模拟演练和技能

考核，提升医护人员的实战能力。在患者管理方面，优

化策略需关注急救后的随访和健康管理。建立完善的随

访机制，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过敏原检测和健康管理建议，

帮助其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方案。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健

康教育，提升其对严重过敏反应的认知和防范意识，能

够有效降低再次发作的风险。

5 策略优化的实践效果与未来展望

为验证优化策略的有效性，相关研究与实践已广泛

开展。实践结果显示，优化后的快速识别与紧急处理策

略在降低严重过敏反应的病死率和改善患者预后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快速识别方面，标准化诊断流程的

实施显著缩短了诊断时间，提高了诊断准确性。通过引

入生物标志物检测等先进技术，临床医生能够更早地识

别潜在的严重过敏反应，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救治

时间。医护人员对严重过敏反应的认识水平显著提升，

识别能力增强，使得更多患者能够在发病初期得到及时

处理。

在紧急处理方面，统一的急救操作指南有效规范了

救治流程，确保了肾上腺素等急救药物的合理使用。自

动注射型肾上腺素的推广和患者及家属的培训，进一步

提高了院前急救的有效性。多学科协作机制的建立，使

得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的转运更加顺畅，减少了因衔接

不畅导致的病情延误。急救设备和药物的合理配备，以

及共享机制的建立，显著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和偏远地

区的急救能力，缩小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救治水平差距
[5]
。

在人员培训方面，系统化的培训计划和持续考核机制的

实施，显著提升了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定期的模拟演

练和技能考核，使其在面对真实病例时能够更加迅速、

准确地做出判断和处理。在患者管理方面，完善的随访

机制和健康教育，显著提高了患者及家属对严重过敏反

应的认知水平和防范意识，降低了再次发作的风险。

6 结语

经系统分析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现状、快速识别瓶

颈、紧急处理问题及优化策略，实践已充分证实优化策

略在提升救治效率与改善患者预后上成效显著。未来，

伴随科技进步与医疗体系完善，有望突破现有瓶颈，推

动严重过敏反应救治水平大幅提升。加强国际合作、促

进资源均衡分布、深化公众健康教育，将是未来工作重

点，以此为全球患者提供更全面高效的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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