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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重症中暑合并横纹萎逢溶鳃综合征患者3种炎症介质的初步分析

苏磊 孟繁曼生 刘忠锋 唐柚青潘忠国

【关键词l中暑，熬瘫； 横纹肌溶解综含征}炎症介质； 肿瘤坏死因子一a； 臼细胞介素

叛经试为孛暑莛捌爨活动羲暴露予

嵩热环境下时机洚的热澜节适应、急佳

期反应和热休克反应。最近有人提出中

署魁继发于热损伤后垒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SIRS)、脓毒症(sepsis)引发的多器

富凌麓瘴礴综舍征(MODS)u]。率景瑟

缝藏期送蠢豹孛暑溅缎瘸学调查孛发

域，熏症中暑患者可合辨横绞肌溶解综

合微(RML)。本研究中通过检测重症中

喾患者发病初期血清中炎症介质水平，

分析霪症中暑与脓毒瘟的关系。

1凌粒与方法

1．1瘸镄：选择2006零8隽一20谓年

8月本院牧治诊断为熏症中暑合并

RMI。患者8例；以同期急诊科收治的

23例轻症中暑患者及30例住重症加强

治疗病房(1cu)、无器霞功能衰竭的脓

毒瘕患者终秀对照。孛瓣诊酝采耀盼任

离囊编的《内辩掌》载树孛麓标准”3；

RML诊断采用m浆肌黢激酶(CK)作为

参考标准【3J；脓毒症诊断标准为SIRS+

感染证据(感染灶或细蔚攀检查)；SIRS

诊断采用1992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危

璧瘸医学会(ACCP／SCCM)标准H3，蒡

黻众努往感染标志魏翡辩褥素(PCT)>

2 pg／L为确诊条件之一。

1．2检测指标及方法

1．2．1 酶学检测：血清CK，肌酸澈酶同

点瓣(CK—MB)含量检测：按常规方法。

1．：。2盔滂赡霾塥踅鞭子-a(TNF《)，

盘绷胞奔紊一6(IL一6)鞠l乙一l#窘量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患者A

组当日和7 d(或者死亡时)分别采外周

做5 m1．1 000×鼻离心15 rain，分离血

清，一20 C冰箱保存。ELlSA试剂盒赡

鑫广薅藏谴生耪公司。

1．3统计学方法：掰SPSS 15．0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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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绫慧毒一觳资鼗晓菝

表2各组患者血清CK、CK—MB含量及其比值比较(；±5)

注：与轻症孛萋缀跑艘，。P<0．05；与藏毒藏缎比较，5P<O。05

表3各缀患者血清TNF—d、IL'-6和TL一1口含量比较(；士J) ng／L

注：与轻症中暑组比较，-P<o．05；与脓毒瘟缀比较，“P<o．05‘与举组l d比较，‘P<0．05

梭测指标以均数±标准整(一士s)表示，

t捻验，P<文05为蓑菇骞统计学意义。

：络幂

2．1一般资料(表1)：3组患者性别、年

龄、ICU住院天数厦瘸死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可比性。

2。2 3维血清CK，CK—MB含量比较

(寝2)：重症孛砉含势歉ML缝CK、CK一

懿转及两者毙蘧玛高于轻薤串暑缰及藏

毒疵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轻症中暑组与脓毒症组间比较差

辫均无统计学意义(，均>0。05)。

2。3 3组血清TNF—a禽嚣比较(表3)；

爨蠢入缝1 d时重褰审簧合著RML维

TNFm含量较轻痖孛蒲缀及骧毒症维

稍有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轻症中暑组和脓毒症组比较差异

凭统计学意义(P>0．05)。7 d时3组血

清TNF一。含量比较藏舜仍无统计学意

义(P垮>8。05)，

2．4 3组血清IL—s禽赣比鞍<表3)：患

新人组l d和7 d脓獭症组和重症中暑

仓并RML组血清1l。一6含量较轻症中鬈

缀嚷星增趣，重痖审番会莠RML缓鞍

羧毒症经氇甓显增魏，虽3缰7 d IL一6

禽蟹均较1 d显著降低(P均<O．05)。

2．5 3组血清IL一1口宙量比较(表3)：

脓毒症组和重症中瓣含并RMI，组血清

lol8含量较轻症中辫缀嘎显升高，且重

疲孛簧舍著RML缀较猿毒痉缓增翔爨

撬．且3组A缰?d较1 d对显著洚繇

(P均<O．05)。

3讨论

RML是指各种冈索影响横纹肌细

臌膜、膜通道及其能爨供应的多种遗传

瞧或获褥挂疾病兽数愆横绞疆损热。发

生RML对细胞膜究熬性改变，细貔内

释物漏出，包括肌媳缀白(Mb)、肌酸磷

酸激酶(CPK)、离予和小分子毒性物质

等。自从1881年Fleche首先报道了由

于艇追肌肉所致的创伤性RMI．以来，

20毽纪70年代泼瑶交敲叉提继摄遵7

国卒中、孛毒及懑絷簿菲翻荡病因掰致

的横纹肌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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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可以导致RMI。[5]，我们以前所

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中暑合

并RMI。的发生率为8．5％[6一，由于早期

对RML诊断的莺要性认识不足，临床

上实际发生率可能更高。中暑合并RM[。

的发生机制仍不十分清楚，可能与高热

直接导致细胞膜和(或)细胞膜内结构的

破坏、钠-钾泵的失调以及钙超载等有

关。机体一旦发生横纹肌溶解就会释放

出大量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同时

活化细胞内磷脂酶A：，致使内皮细胞损

伤，表达大量黏附分子，释放炎症介质和

趋化因子，多种途径逐级放大炎症反应，

导致机体出现类似脓毒症的病理生理机

制口]。有研究发现，中暑患者血清中的

TNF—n、IL 1和内毒素浓度均比正常组

明显增加，三者含量变化与温度无明显

相关性．降温后仍高于正常组¨J。

我们检测重症中暑合并RMI。患者

血清中的炎症介质水平，并以脓毒症及

轻症中暑患者作对照，发现重症中暑合

并RML患者人ICU当日TNF—a、II。一6

和lL一1p均明显升高．尤以II。6、IL lB

更为明显．且明显高于脓毒症组，并且这

两种炎症介质在7 d时仍升高明显．该

组部分患者在给予降温等关键治疗后仍

出现MODS，且28 d病死率达25．0％，

提示横纹肌溶解后炎症介质改变可能在

重症中暑导致MODS的过程中起作用。

Lu等阳：研究也发现。中暑患者血清中

IL 18、】I，6显著增加。由于细胞因子受

体可调节血清中细胞因子活性．进一步

研究可溶性肿瘤坏死网子受体60和受

体80(sTNFR60，sTNFR80)和II，一6受

体(slL一6R)在中暑中的变化发现，

sTNFR60含量在热应激时明显增加；

sTNFR80含量反而减少、而在中暑中是

增加的；alL一6R含营在热应激和中暑中

的变化与sTNFR80恰好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本组8例非创伤性

RMI，患者中仅有l例血清CK含量超

过20 000 U／L，提示横纹肌细胞损伤的

程度多数较轻。町能是该类患者的特征

之一。由于病例数偏少。尚不能确定CK

水平是否能区别两类不同原因造成的

RMI。，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分析两者

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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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实验性腹膜炎引起的脓肿形成

腹腔脓肿是引起腹腔脓毒症发生的源头，也是腹膜炎外科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防治脓毒症的关键。荷兰科研人员研究了在

抗生素治疗元效时，溶纤维蛋白疗法对继发性腹膜炎脓肿形成的影响。向雄性Wistar大鼠腹膜内注射粪便和细菌混合物制成

腹膜炎模型，1 h后进行外科清创术。未经外科处理的大鼠给予抗生紊(头孢曲松和甲硝唑)、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rt—PA)，或两者兼有。在24、72和120 h抽取大鼠腹内液体。检测白细胞介素一6、白细胞介索一10、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数量。

5 d后检查腹腔脓肿情况。结果显示，抗生索类不能显著影响脓肿形成。rt—PA能显著减少伴或不伴抗生索治疗的大鼠腹腔脓

肿数量和重量，但局部炎症反应无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rt PA能连续抑制继发性腹膜炎外科治疗后脓肿的形成，对外科术

后常规治疗具有运用价值。

张立俭．编译自《Br J Surg》，2008，95(10)：1287 1293；胡森，审校

高迁移率族蛋白Bl通过结合丝氨酸磷脂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吞噬作用

凋亡细胞的吞噬作用是免疫应答的一个基本特征，对消除炎症尤为关键。吞噬功能受损往往引起过度炎症性疾病．如急

性肺损伤和肺纤维化。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l)是免疫细胞在脂多精(LPS)和细胞因子刺激下分泌的一种DNA结合蛋

白。在急、慢性炎性疾病中(如脓毒症、类风湿关节炎、急性肺损伤、烧伤和出血)，血浆和组织HMGBl可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HMGBl存体内和体外均能通过巨噬细胞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吞噬作用，丝氧酸磷脂(PS)与HMGBl的抑

制吞噬作用密切相关。通过共聚焦荧光转换技术研究显示，中性粒细胞表面的HMGBl能与Ps相互作用，HMGBI抑制中性

粒细胞吞噬括动的作用需依赖Ps存在。HMGBI对中性粒细胞吞噬作用的调节作用为HMGBl提高炎症反应的机制提供了

新的解释。

张立俭，编译自CJ Immunol》，2008，181(6)：4240—4246；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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