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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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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颅脑损伤后急性期的血糖水平变化与病情$预后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指标%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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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颅脑外伤患者按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a('

#分为重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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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

$>

例!中型组"

=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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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轻型组"

!#

$

!:

分#

$C

例!测

定入院时及伤后第
!

$

$

$

#

天$伤后
!

周的空腹血糖值%回访患者
#

$

>

$

!$

个月后康复情况%结果
!

入院时血糖检测结果与正常值

比较!轻型颅脑损伤者血糖水平与正常值无统计学意义!中型及重型颅脑损伤者血糖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值!伤后第
#

天血糖显著

升高!伤后
!

周血糖仍保持较高水平且比首次检测结果高%结论
!

入院时血糖水平与颅脑损伤程度$预后有一定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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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后脑组织缺血缺氧#颅内压升高#影响到下丘脑和

垂体前叶的功能#使垂体
B

肾上腺素的功能发生改变#导致神经

和内分泌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可引起血糖水平发生改变#这

些改变同时又影响到患者病情和预后)

!B$

*

'为了解血糖水平与

颅脑损伤时病情(预后的关系#对本院收治的
=C

例颅脑外伤患

者血糖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C

例颅脑损伤患者#其中男
A"

例#女
$C

例#

年龄
!C

岁
$

A"

岁'受伤原因多为车祸及坠落致伤#其中开颅

血肿清除术者
A>

例#保守治疗者
$$

例'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

a('

%!轻型$

!#

$

!:

分%

$C

例#中型$

=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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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型组

$

#

$

C

分%

$>

例'无糖尿病病史#无重要脏器急(慢性疾病'

?<@

!

方法
!

入院时及伤后第
!

(

$

(

#

天(伤后
!

周抽取空腹静

脉血#采用自动生化检测仪检测血糖值#正常值为
#<:

$

><!

MMD1

"

X

'血糖值不稳定者随时跟踪监测#适量使用胰岛素控

制血糖#使血糖值控制在
=<"MMD1

"

X

左右'

?<A

!

统计学处理
!

用卡方检验对入院时血糖含量与患者颅脑

损伤(预后进行对比分析
A 4̀

'

@

!

结
!!

果

@<?

!

颅脑损伤患者伤后不同时间血糖水平见表
!

'

表
!

!!

颅脑损伤患者伤后不同时间血糖水平及

!!!

损伤程度关系$

A 4̀

%

组别 $

'

% 血糖水平$

MMD1

"

X

% 入院时伤后第
#

天 伤后
!

周

轻型
$C :<#À !<$" 7<#$̀ "<:$ 7<!C̀ "<:$

中型
77 A<>:̀ !<7$ C<$:̀ !<7> ><:"̀ "<>C

重型
$> !"<!#̀ $<!C !$<:#̀ 7<>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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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后第
!

(

$

天血糖值与入院时血糖值基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其中有
>

例重型患者死亡'

$C

例轻型患者(

#=

例中型患者(

!C

例重型患者
!

年后基本痊愈'

A

!

讨
!!

论

A<?

!

颅脑损伤后#由于损伤性应激和下丘脑
B

垂体
B

肾上腺轴

调节功能障碍#儿茶酚胺(肾上腺皮质激素(胰高血糖素分泌增

多#胰岛素分泌减少#从而使血糖升高)

#B7

*

'重型颅脑损伤在

A$G

后因脑水肿继发颅内高压#导致血糖浓度再次升高#且病

情愈重#血糖浓度升高愈显著)

:BA

*

'本组病例#入院时血糖检测

结果与正常值比较#轻型颅脑损伤者血糖水平与正常值无统计

学意义#中型及重型颅脑损伤者血糖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值#伤

后第
#

天血糖显著升高#伤后
!

周血糖仍保持较高水平且比首

次检测结果高&在颅脑损伤患者中#血糖值越高#

a('

分值越

低#颅脑损伤越重#愈后越差'

A<@

!

高血糖使脑组织内葡萄糖浓度明显增高#在缺血缺氧状

态下#三羧酸循环受到抑制#葡萄糖无氧酵解途径活化#酸性产

物聚积#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水肿(坏死'发生高血糖时#老

化的红细胞聚积性增强#脆性增高'当较大血管梗死时#供应

梗死区的侧枝循环血流减慢#导致红细胞易于淤积(破碎#从而

使梗死面积进一步扩大#脑水肿加剧)

CB!"

*

'因此#在治疗过程

中血糖水平的控制十分重要#监测血糖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A<A

!

急性期血糖水平较低的患者#伤后
!

年神经功能康复较

好#而神经功能康复欠佳患者#则血糖水平较高#提示严重脑外

伤患者急性期血糖水平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

!!B!$

*

#可以作为

患者预后的早期评估指标'

因此#血糖水平可作为判断颅脑损伤严重程度的一个指

标#又可作为判断颅脑损伤病情是否好转和预$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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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在许多大中城市已居妇女恶性肿瘤的首位#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发病机制未明)

CB=

*

'研究表明#包括乳腺癌

在内的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与趋化因子及趋化因子受

体有密切关系#部分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的

增殖和肿瘤组织中血管的生成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A

*

'

$""!

年
&411E5

等发现乳腺癌细胞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PB

(V7

#而肺(骨骼等组织则分泌趋化因子
'-.B!

$

(P(V7

的唯一

配体%#从而-吸引.乳腺癌细胞#引起癌转移)

!"

*

'

+@;5E!

等率

先发现乳腺癌组织细胞上有
((V>

的表达#且其表达与靶器官

的定向转移有关)

!!

*

'迄今为止#在乳腺癌组织细胞上已发现

有多种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其转移的途径$经淋巴道或血道%

及靶器官都与所表达的趋化因子受体种类有关'本组对乳腺

癌组织上
((V>

(

((VA

及
(P(V7

等趋因子受体的表达情况也

进行过研究#发现其表达率与癌细胞是否发生转移有关)

!$B!#

*

'

本组曾对未发生转移的原位乳腺癌组织上
((V:

的表达

情况进行过初步探讨)

!7

*

#现对发生转移的乳腺癌组织原发灶

及其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的表达情况进行了检测#结果

发现#

#:

例乳腺癌组织中有
$>

例表达
((V:

#阳性率为
A7<$Q

$

$>

"

#:

%#未表达
((V:

的有
=

例&

$"

例乳腺纤维腺瘤组织未

检测到
((V:

的阳性表达#两种组织阳性表达率差异显著#

!

$

"<"!

'癌组织上表达的
((V:

可能在乳腺癌的生长(血管生

成等方面发挥作用#未表达
((V:

的乳腺癌组织上也可能存在

其他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阳性

者
$!

例$

>"<"Q

#

$!

"

#:

%#原发灶和腋窝淋巴节转移灶
((V:

同时阳性者
$!

例'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表达的
((V:

可能在

促进癌细胞淋巴结转移方面发挥作用#未发现有
((V:

表达的

转移灶中可能有其他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各期癌组织及腋

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的表达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
((V:

在肿瘤发生(发展的多个时期就存在重要作用#也可能与标本

量少有关'总之#

((V:

在乳腺癌组织及其腋窝淋巴结中的异

常表达提示其可能在肿瘤的生长和淋巴结转移中有重要作用'

因为趋化因子受体作用网络和肿瘤生长转移的复杂性#

((V:

在乳腺癌发生发(展及转移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

实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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