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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早期气管切开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及血清高迁移率族蛋白
<.

"

26:5<.

#%内

源性分泌型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E,C%:]

#水平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成早期组

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同样的基础治疗方案!早期组患者在入院后
$-J

内进行气管切开$对照组患者在入

院后
$-J

后进行气管切开$比较两组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比较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的感染控制率%病死

率%感染控制时间及气管切开前及手术
>Q

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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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

早期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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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患者"

/13'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

!

!

$

'3'1

#&早期组中肺部感染患者的感

染控制时间"

/3'-_.3&0

#

Q

明显快于对照组患者"

.>3?1_$30.

#

Q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0/$

!

!

$

'3'.

#&

早期组肺部感染患者的感染控制率"

//3'4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1/3/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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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组肺部感染患者的病死率"

.?3'4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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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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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组患者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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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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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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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在

患者入院后
$-J

内进行气管切开能够明显控制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同时能够提高肺部感染的控制率!减少

肺部感染患者的病死率!显著降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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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是临床上常见的危重疾病之一(主要指

头颈部受到强大外力作用(引起头部软组织损伤+脑

组织损伤及颅骨骨折等)

.

*

'颅脑损伤主要由交通事

故+坠落+跌伤等导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颅脑损伤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仅次于四

肢伤)

$

*

(其中重型颅脑损伤占
./4

"

$'4

)

>

*

'重型颅

脑损伤患者病情复杂+伤势重+变化快+并发症较

多)

-

*

(其中肺部感染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常见并发

症之一(发生率高达
.&3&4

"

>>314

(严重的肺部感

染极易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C8!

%(危及患者

生命)

1

*

'气管切开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常用方法

之一(但气管切开同样增加了肺部感染的风险(因此(

合适的气管切开时机是减少肺部感染(保证治疗顺利

进行的关键'本研究通过应用早期气管切开与晚期

气管切开两种方案(探讨其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肺部

感染及血清高迁移率族蛋白
<.

$

26:5<.

%+内源性分

泌型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E,C%:]

%水平的影响(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共计
/'

例随机分成早期组与对照组'早期组
-'

例患者(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13.>_

&3.$

%岁&对照组
-'

例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1

"

?$

岁(平均$

->3$'_&3$&

%岁'纳入标准!$

.

%

经头颅
#;

及
6C7

确诊为重型颅脑损伤者&$

$

%伤后

$-J

内入院者'排除标准!$

.

%伴有其他系统严重疾

病者&$

$

%恶性肿瘤患者&$

>

%喉头严重水肿者'

A3B

"

研究方法

A3B3A

"

气管切开时间
"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接受预

防感染+脱水降颅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对症治疗

等常规治疗及护理(早期组患者在入院后
$-J

内行气

管切开术(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
$-J

后行气管切

开术'

A3B3B

"

研究工具及评价指标

A3B3B3A

"

一般资料调查表
"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

表(调查患者的年龄+体温+

:#!

评分+性别及受伤至

入院时间'

A3B3B3B

"

肺部感染标准及控制标准
"

肺部感染诊断

标准)

?

*

!$

.

%患者体温高于
>/`

&$

$

%患者气道内分泌

物明显增多&$

>

%患者白细胞总数多于
.1n.'

&

"

"

&$

>

%

患者呼吸音增粗(或听诊有音存在&$

-

%患者支气管

分泌物呈脓性'肺部感染控制标准)

0

*

!$

.

%患者气道

内分泌物明显减少&$

$

%患者体温低于
>/`

&$

>

%患者

白细胞总数恢复正常&$

-

%患者呼吸音恢复正常'

A3B3B3C

"

肺部感染发生率+控制率+病死率及感染的

控制时间
"

严格记录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对于发

生肺部感染患者(严格记录感染的控制率及患者的病

死率(统计患者感染的控制时间'发生率
=

肺部感染

患者例数"总例数
n.''4

&感染控制率
=

肺部感染患

者控制例数"肺部感染患者例数
n.''4

&病死率
=

肺

部感染患者死亡例数"肺部感染患者例数
n.''4

'

A3B3B3D

"

血清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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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于气管切

开前及手术
>Q

后(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7!%

%测

定患者清晨空腹外周血
26:5<.

+

E,C%:]

水平(

26:5<.

试剂盒由美国
Cl8

公司提供(

E,C%:]

试

剂盒由日本
!JABD<;E,I#D+

G

D+OIADB

公司提供(采用

全自动酶标仪$美国
;JE+PD9#

%(严格按照
]"7!%

试剂盒标准操作'

A3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用
I_D

来描述(应用独立样本
>

检验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率和百分比描述(应用
!

$ 检验进

行分析'以
!

$

'3'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3A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1

%'见表
.

'

B3B

"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的比较
"

本研究结果

显示(早期组中共
$1

例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总发生

率为
?$314

&对照组中共
>-

例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

总发生率为
/13'4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3'1

%'见表
$

'

B3C

"

两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肺部感染的控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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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时间及病死率的比较
"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组

中肺部感染患者的感染控制时间明显快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早期组肺部感染患

者的感染控制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3'1

%(早期组肺部感染患者的病死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1

%'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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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I_D

)

+

$

4

%'

项目
早期组

$

+=-'

%

对照组

$

+=-'

%

统计量值

$

>

"

!

$

%

!

值

年龄$岁%

-13.>_&3.$ ->3$'_&3$& '3&>1

O

'3>1$

体温$

`

%

>03&._'3-- >03&0_'3>$ '̂3?&/

O

'3-/0

:#!

评分
?3/>_.3.> 03.'_.3.. .̂3.'.

O

'3$0-

性别
.3'?0

V

'3>'$

"

男
$/

$

0'3'

%

>$

$

/'3'

%

"

女
.$

$

>'3'

%

/

$

$'3'

%

入院时间$

J

%

'3/&.

V

'3?-'

"$

. 0

$

.031

%

&

$

$$31

%

"

.

"

> $/

$

0'3'

%

$-

$

?'3'

%

"'

> 1

$

.$31

%

0

$

.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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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O

=>

值&

V

=

!

$值

B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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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血清
26:5<.

+

E,<

C%:]

水平的比较
"

本研究结果显示(气管切开前(

两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的血清
26:5<.

+

E,C%:]

水平相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

!

'

'3'1

%(手术
>Q

后(

两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的血清
26:5<.

+

E,C%:]

水平均低于插管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且

早期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的血清
26:5<.

+

E,<

C%:]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

+

$

4

%'

分组 例数 肺部感染

早期组
-' $1

$

?$31

%

对照组
-' >-

$

/13'

%

!

$

13$>'

! '3'$$

表
>

""

两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肺部感染控制时间#

"""

控制率及病死率&

I_D

)

+

$

4

%'

分组
+

肺部感染

控制时间$

Q

%

肺部感染

控制率
病死率

早期组
$1 /3'-_.3&0 $$

$

//3'

%

-

$

.?3'

%

对照组
>- .>3?1_$30. $'

$

1/3/

%

.?

$

-03.

%

>

"

!

$

</30/$ 13&0& ?3$'$

! '3''' '3'.- '3'.>

表
-

""

两组已发生肺部感染患者血清
26:5<.

#

E,C%:]

水平$

I_D

%

分组
+

26:5<.

$

PPDH

"

"

%

气管切开前 手术
>Q

后

E,C%:]

$

PPDH

"

"

%

气管切开前 手术
>Q

后

早期组
$1 0?3$$_/31' ?13'/_?3$&

O

0-30>_>3>$ ?.31._>30/

O

对照组
>- 003?$_?3$& 0.31-_13/'

O

0>3.0_-3>? ?13?$_-31?

O

> '̂30$? -̂3'00 .3-&$ >̂3?0>

! '3-0. '3''' '3.-. '3''.

""

注!与干预前相比较!

O

!

$

'3'.

C

"

讨
""

论

""

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疾病之一(重型颅脑

损伤则是临床上常见的危急重症'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病情复杂且病情较重+昏迷时间较长(病死率较高(

同时疾病并发症较多)

/

*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

染的发病率较高(如未及时进行治疗(极易导致

%C8!

的发生(增加患者死亡的风险'目前(重型颅

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的主要原因为!$

.

%重型颅

脑损伤患者长时间昏迷(因此(呼吸道正常的保护反

射及吞咽功能丧失(肺泡膨胀不全(呼吸道分泌物不

能排除(容易发生坠积性肺炎)

&

*

'$

$

%重型颅脑损伤

常导致患者恶心呕吐(容易引起误吸的发生)

.'

*

'$

>

%

呼吸机辅助呼吸(容易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

生)

..

*

'$

-

%患者颅内高压导致交感能递质释放及肺部

血液循环重新分布(引起肺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升高(

以致神经源性肺水肿的发生)

.$

*

'$

1

%各种侵入性操作

破坏患者呼吸道正常的防御功能(增加了细菌感染的

机会)

.>

*

'气管切开术式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常用的治

疗方法之一(与此同时(也是导致患者肺部感染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通过在两种不同时机

对患者进行气管切开(探讨气管切开的时机对患者肺

部感染发生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率低于

对照组患者(提示在患者伤后
$-J

气管切开可以有效

避免肺部感染事件的发生'同时(针对已发生肺部感

染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组肺部感染患者的感染

控制时间明显快于对照组患者(早期组肺部感染患者

的感染控制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早期组肺部感染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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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研究结果说明早

期气管切开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肺部感染的发生(还能

够促进已经发生感染症状的患者恢复(尽快控制住肺

部感染(降低病死率'该结果可能与早期气管切开利

于呼吸道分泌物的排出(减少呼吸能力的损耗(减少

误吸事件的发生(保持呼吸道通畅且解除呼吸道梗阻

的状态(以减少肺不张的发生(从而加快了感染控制

的进程'

26:5<.

是一种非组蛋白核蛋白(是细胞内广泛

存在的
8)%

结合蛋白(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免疫刺激

特性的炎性因子'可通过主动分泌及被动分泌到达

细胞核外(细胞外
26:5<.

能够诱导中性粒细胞+单

核细胞+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

+白细胞介素

.

+

等多种炎性因子)

.-

*

'

E,C%:]

是人体肺部一种

C%:]

的变异体(能够与
26:5<.

结合(引起体内后

续的炎性反应(在晚期肾病及急性肺损伤中水平升

高)

.1

*

'本研究中(早期组患者的血清
26:5<.

及
E,<

C%:]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研究结果说明早期

气管切开对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有明显治疗效果(有效调

控炎性反应(降低血清
26:5<.

及
E,C%:]

水平'

D

"

结
""

论

""

气管切开作为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有效手

段(能够保证患者的生命健康(目前(临床研究多聚焦

于气管切开会加重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概率(但

很少关注气管切开的时机对患者肺部感染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选择患者入院后
$-J

内及入院后
$-J

后作为气管插管的时机(探讨其对肺部感染的影响'

研究发现(早期气管切开能够明显减少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同时能够有效控制肺部感

染(减少肺部损伤(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因此(临床上

针对重型颅脑患者应及早行气管切开(以促进患者的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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