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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甘露醇注射液致低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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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卫!王月玲!杨江平

"河北省沙河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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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张某#男#

/"

岁#因外伤致面部*颈部疼痛约
$I

#于

+#"#

年
/

月
/

日入院#病案号为
"+5A$/

'经各方面检查#初步

诊断为硬膜外血肿*颅内积气*颅骨骨折*颅底骨折*额窦及筛

窦积液*头皮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

入院时检验结果为!

6\!+#,+d"#

$

"

?

#

0\!-,+.d

"#

"+

"

?

#

\̂4"-A

M

"

?

#

=?F+5$d"#

$

"

?

#

Z

i

-,$ @@<'

"

?

#

1L

i

"-#@@<'

"

?

#

!'

f

$$@@<'

"

?

#

\]1A,+$@@<'

"

?

#

!0[

"#+@@<'

"

?

#

]2-#+

!

@<'

"

?

'

+#"#

年
/

月
$

日检验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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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反映
+

次结果不一致#尿素偏高而尿酸极低#可

能是由于大量使用脱水药物甘露醇所致$甘露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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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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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主要由细胞分解的核酸和其他嘌呤类化合物以及食

物中的嘌呤经酶的作用分解而来#其大部分能被肾小管特别是

近曲小管重吸收'近年来#认为高尿酸血症是痛风*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和周围血管病的潜在因素#并且认为

降低血清尿酸水平可能是一种旨在预防糖尿病的新措施'但

低尿酸血症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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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血清尿酸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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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诊断为低尿酸血症'据

报道#浙江省湖州市男性患者中青年组*老年组*女性患者中青

年组*老年组的频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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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低尿酸血症的原因主要为尿酸合成障碍和尿酸排泄增加两

方面'尿酸合成障碍多为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如黄嘌呤尿症

$黄嘌呤氧化酶缺陷#不能将黄嘌呤氧化成尿酸#造成黄嘌呤血

症&#嘌呤核苷磷酸化酶缺陷症$为常染色体遗传&#磷酸核糖焦

磷酸合成酶缺陷症以及重症肝疾患或使用黄嘌呤氧化酶抑制

剂*别嘌呤醇药剂等可引起低尿酸血症'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增

加是由于肾小管对尿酸重吸收障碍和$或&分泌亢进#造成尿酸

排出增加#致低尿酸血症#为肾性低尿酸血症'肾性低尿酸血

症分继发性和特发性'继发性肾性低尿酸血症因多种疾病或

使用某些药物而继发#而且多为重症疾患的继发性合并症'特

发性肾性低尿酸血症可见家族性发病#其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

甘露醇注射液的主要成分为
bC

甘露糖醇#静脉注射后#除

极少部分在肝内转化为糖原外#绝大部分经肾小球滤过#以原

形排出体外#无药理学活性#体内几乎不被代谢'主要适应证

之一是组织脱水#用于治疗各种原因的脑水肿#降低颅内压#防

止脑疝'其不良反应之一是引起渗透性肾病#原因是大剂量长

期使用甘露醇注射液会引起肾小管渗透压上升#导致肾小管上

皮细胞损伤严重#尿酸重吸收减少#排泄增加'本例患者尿酸

减低的同时合并尿素增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肾性低尿酸血症

时#作为还原剂的尿酸降低#使患者运动产生的大量氧自由基

清除能力下降#其毒性导致肾功能损害#为低尿酸血症的合并

症(

/

)

'建议采取综合措施#防止尿酸在酸性条件下析出结晶#

形成结石#并防止血尿的发生'但吕彦锋等(

-

)报道#甘露醇可

影响某些检查结果#可使血胆红素*肌酐*尿酸*磷酸盐等增加%

甘露醇静脉推注能迅速提高血浆渗透压和肾小管腔液的渗透

压#产生组织脱水及迅速增加尿量的作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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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高

峰'大量利尿后发生剧烈的下肢疼痛#可能的机制为血容量降

低#细胞外液浓缩#尿酸经近曲小管再吸收增加#血清尿酸明显

升高#此不同结论是否与甘露醇应用剂量和时间有关#有待于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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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是火焰*热水*蒸汽等热力因素引起的人体皮肤#甚至

是深部组织的损伤#而心肌损害是烧伤后最严重的病理变化之

一#它引起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导致心肌广泛变性和炎性

改变#是当前烧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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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常将谷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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