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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严重烧伤病人早期肾功能损害与

早期糖尿症的相关性研究%

崔光怀; 孙风英; 韩兆东; 郝玉玲; 冯玉英

【摘要】 目的：通过对严重烧伤病人进行应激性糖尿症和早期肾功能损害等并发症观察研究，进一步了解其

发病机制。方法：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住院的中 A 重度烧伤病人进行血 >1、B、)C、)1、DE、F、48、4:>、

)0、:G、&>H!、C>8、"#ADI 及尿糖、尿 FJK、尿 LM、尿 "#ADI 等进行监测。结果：发现 N 例病人在血糖不高的情况下

出现糖尿和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害。结论：部分严重烧伤病人早期糖尿是由肾脏近曲小管吸收障碍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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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烧伤后病人出现的糖尿症，也称假性糖尿

病。以往研究发现均是机体应激反应引起的血糖升

高所致。基本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交感神

经兴奋和儿茶酚胺分泌增加；#] 肾上腺皮质激素分

泌增多；%] 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的变化；@] 高血糖素

分泌增多。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少数病人

出现糖尿时，而血糖并不高，却同时伴有不同程度

的肾功能损害。为此，对本组病例进行了综合监测

和分析。结果发现，引起病人早期糖尿的新的因素 A
肾功能损害。

对象与方法

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们对收住院

的 ^?O 例烧伤病人中的 ?" 例中重度烧伤病人进行

综合监测。监测内容与方法：所有被观察的病例均

抽取适量静脉血，同时留取尿样。用康宁 ANO" 生化

测定仪 P美国产 Q测血 >1、B、)C、)1、DE、F、48、4:>、

)0、:G。应用体外放射免疫分析技术，即 _MAO"$" 全

自动 # 放免计数器 P西安二六二厂生产 Q测血浆胰

岛 素 P C>8 Q、肿 瘤 坏 死 因 子 P &>H! Q、"#A 微 球 蛋 白

P"#ADIQ及尿 "#ADI。用 MA$"" 尿液分析仪 P吉林迪

瑞实业集团公司生产 Q 测定尿内葡萄糖 PI‘:Q、酮

体、蛋白 P FJKQ、白细胞、尿胆元、胆红素、潜血及尿

LM。其中 I8、I‘: 均为氧化酶法测定。同时观察病

人临床表现。

结 果

^?O 例烧伤病人中 N 例在血糖正常情况下出

现 糖 尿 和 不 同 程 度 的 肾 功 能 损 害 。发 病 率 为

"] NN^a 。该情况均在伤后 #@ 小时内出现。为一过

性糖尿，随休克期的顺利度过而痊愈。具体情况见

表 $。

讨 论

严重烧伤病人休克期出现应激性糖尿和急性

肾功能损害已成定论。我们对休克期病人急性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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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损害已进行过研究 ? " @。但因急性肾功能损害引起

糖尿的研究至今未见报道。根据表 " 所示的研究结

果，A 例糖尿症病人发病机制与休克期肾脏缺血引

起的肾单位近曲小管吸收功能障碍有关。其致病机

制分析如下：病人严重烧伤后，大量血浆渗出，血容

量锐减。血容量减少时交感神经兴奋，肾小动脉强烈

收缩，特别是肾皮质血流减少更为明显，肾小球滤过

率随之减少。严重烧伤后，大量流经皮肤的红细胞遭

受热力损伤后脆性增加，有过多的红细胞在单核 B
巨噬细胞系统内破坏，血浆内血红蛋白浓度增高。同

时，休克期病人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程度的酸中毒，血

液易处高凝状态。这些因素均会在一定时间内引起

持续性肾缺血，肾小管阻塞，肾小管上皮细胞水肿、

坏死，肾间质水肿等，引起肾功能不全。

烧伤病理研究发现，中 B 重度烧伤后肾小管均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理改变。肾小管上皮细胞对各

种损伤因素的刺激十分敏感，动物进化程度越高，肾

小管损伤越为显著。伤后早期，肾小管上皮即可见浊

肿、空泡变性；细胞内酸性磷酸酶活性增强，小管上

皮细胞可有单个脱落现象，也可见多数上皮细胞核

固缩、胞浆浓染，细胞脱离基底膜落入管腔内。电镜

示近曲小管上皮顶端绒毛可有粘连、缺失、肿胀等改

变。尤常见细胞顶部有大泡形成，突入腔内 ? # @。89’*B
1C.+ 等 "DEE 年运用尿液酶学检测技术发现，烧伤

病人无论并发急性肾衰与否，尿液中 !B 葡萄苷酶、

亮氨酸氨基肽酶以及 "#BFG 均有显著升高。!B 葡糖

苷酶、亮氨酸氨基肽酶存在于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内，

尿 液 中 其 浓 度 升 高 ，表 明 有 近 曲 小 管 上 皮 损 伤 。

"#BFG 则存在于血浆中，正常情况下可经肾小球滤

过出，并为近曲小管上皮全部吸收。故尿液中 "#BFG
含量增加，被作为近曲小管上皮重吸收障碍的指征

之一。本组检测的尿液中 "#BFG 结果显著高于正常

值，从而也证实了该组病例存在近曲上管吸收障碍

这一改变。

研究发现，血液中 &>H! 测定结果明显高于正

常值。动物实验报道也证实了严重烧伤后血、创面痂

下水肿液 ? % @及各脏器组织内 &>H! 浓度显著增高，而

且不同组织 &>H! 出现峰值的时间不同，血浆和肾

为伤后 "# 上时，峰值与伤前值比较，肾为 #I J% 倍，

血浆为 "I DJ 倍，具有显著性差异 ? K @。&>H! 这类介质

作用于肾小管上皮细胞、肾间质成纤维细胞，使之活

化，作用于巨噬细胞，使之向间质 L特别是球周间质 M
聚集，即促使肾小球上皮细胞及肌化肾间质成纤维

细胞产生细胞外基质，造成肾间质纤维化，又促使上

述细胞进一步产生炎症硬化因子，造成病变的恶性

循环 ? A @。严重烧伤病人发生的早期肾功能损害，主要

是缺血性损伤和 N&O 耗竭。现在公认的损害途径包

括肾血管收缩、管型形成、坏死残骸、内毒素 P &>H
的激活等，其中缺血损伤与血红蛋白的肾毒性作用

密不可分。缺血时，N&O 含量下降，血红素可在容量

不足的情况下在近曲小管细胞水平加强肾缩血管，

加重缺血性损伤 ? J @。

正常情况下葡萄糖在近曲小管被完全吸收。当

部分严重烧伤病人近曲小管结构与功能遭到破坏

时，原尿中的葡萄糖就会象 "#BFG 一样随尿排出，

而形成糖尿。另外，葡萄糖的重吸收，不仅依赖于近

曲小管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而且必须有 QB>1BN&O
酶、>1 离子、血糖、R#、N&O 等参与。据以往研究，肾

脏缺血 A 分钟，可使小管细胞微绒毛处 HB19S*+ LHB
肌动 M蛋白显著减少；缺血 "A 分钟肾小管中可见片

状脱落的 HB19S*+，缺血 A$ 分钟时腔面膜 HB19S*+ 几

乎全部消失。用细胞粗驰素 T 特异性使 HB19S*+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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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可见与缺血造成的病理改变相同，同时肾小管上

皮细胞对钠离子、锂离子的吸收减少。另有研究发

现，缺血还可使与细胞相连的 >1?@?A&B 酶减少，细胞

间紧密连接破坏，导致 @?>1?A&B 酶从基底侧细胞膜

再分布到腔面膜。因此，在急性缺血性损伤时，部分

细胞受到亚致死性损伤后虽然可继续存活，但其功

能可发生明显改变 C ! D。另外，动物实验表明，严重烧

伤后肾组织能荷水平明显下降，肾线粒体氧化磷酸

化活力降到正常对照水平的 $ E %CF D。

综上所述，从研究结果看，病人血糖、血内胰岛

素水平均在正常范围之内，可以排除由于 G>8 分泌

不足和其它因素导致的应激性糖尿。相反病人却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害，尤其是近曲小管重吸

收功能遭到破坏。不仅与葡萄糖重吸收有关的近曲

小管结构与功能受到损害，而且与葡萄糖重吸收息

息相关的能量代谢和与葡萄糖相伴吸收的钠离子的

重吸收，因肾脏缺血缺氧而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严

重烧伤病人休克期肾脏功能的损害不能忽视。它不

仅仅反映了烧伤并发症的一个结局，而且却又表达

了烧伤病人早期糖尿症的另一个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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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进一步了解 RS4T 治疗的烧伤创面分泌物的细菌检出情况及耐药性。方法：采集 I" 份标本，

用普通细菌培养方法，进行培养分离、鉴定、药敏试验，并对湿润烧伤膏进行不同浓度稀释后，做细菌耐药试验，细菌

抗生素试验，采用 @?4 纸片法。结果：I" 份标本，阳性 !J 例，占 F$H FU ，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所占比率较

高，且耐药性较高。结论：经试验，湿润烧伤膏没有明显的杀菌作用，但能阻止细菌繁殖侵袭，达到控制感染的目的。

细菌耐药分析说明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耐药率很高，应加强全身抗生素治疗，合理选择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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