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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射病与实验室检查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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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实验室相关检查对预防热射病并发症的重要性%方法
"

对
+"

例确诊为热射病患者首次实验室检查结果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

相关实验室检查异常结果均达到
!#b

以上%结论
"

实验室检查对早期发现热射病并发症有重要意义!对

其并发症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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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于城市,热岛效应-的出现#中暑患者人数剧增#

患热射病的比率不断增加)热射病具有发病急骤*病残率及病

死率高等特点#其死亡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热浪袭击频率和

强度的逐年增加而上升'

$

(

)热射病的定义为核心体温高于

'#g

#伴有皮肤干燥灼热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如谵妄*惊厥

或昏迷'

1

(

)本院
1##4

年
!

月至
1#$$

年
%

月共收治
+"

例热射

病患者#现将其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1##4

年
!

月至
1#$$

年
%

月共收治的
+"

例热

射病患者#男
14

例#女
!

例#年龄
$4

"

"4

岁#户外工作者
1%

例#余
9

例职业不详)治疗后
1$

例痊愈出院#

$#

例好转出院#

1

例放弃治疗#

1

例死亡)

A3B

"

临床表现
"

患者均出现高热$体温超过
'$g

%*晕厥*头

昏*皮肤干燥*脱水及意识障碍)诊断的标准依据参考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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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C

"

实验室检查
"

均采用患者到急诊科就医时的首次抽血标

本进行检查)生化项目$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谱%和

心肌标志物均抽取静脉血
+

"

'?]

#干燥管#

+###B

"

?68

离心

"?68

分离血清)凝血功能和
e:

二聚体抽取静脉血
+?I

#枸橼

酸钠
$̀ 4

抗凝#

+###B

"

?68

离心
$"?68

分离血浆)生化项目

仪器用
2V)Y.;0)QX]/V* X86)CIe_)!##

#试剂采用宁

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贝克曼系列专用试剂#心肌标志物

项目仪器用罗氏
>=NA7C'$$

$

e67O

%#试剂采用罗氏诊断产品

$上海%有限公司电化学发光法专用试剂)凝血功能和
e:

二聚

体仪器用
2V)Y.;0)QX]/V*;)];&KA8>

#试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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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原装试剂)各个项目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测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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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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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例热射病患者均做了生化项目*心肌标志物*凝血功能

和
e:

二聚体的检查#结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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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热射病患者各项目结果

检查项目

异常结

果例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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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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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值 单位

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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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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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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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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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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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

"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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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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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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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酶谱

"

磷酸肌酸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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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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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酸激酶同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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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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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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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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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丁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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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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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

"

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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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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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时间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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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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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热射病是由于人体在热环境下#散热途径受阻#体温调节

紊乱所致)根据发病时患者所处的状态和发病机制#临床上分

为两种类型!劳力性和非劳力性热射病)劳力性主要是在高温

环境下内源性产生过多&非劳力性主要是在高温环境下体温调

节功能障碍引起散热减少)劳力性热射病居多#多在高温*湿

度大和无风的天气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烈体育运动时发病)

患者多为平素健康的年轻人#在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后

数小时发病#约
"#b

大量出汗#心率可达
$%#

次"分#脉压增

大#此种患者病死率较高'

'

(

)导致死亡的病理生理基础主要是

由于高热不断攻击机体#对细胞膜及细胞内结构造成损伤#脑

缺血缺氧#机体心血管系统*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

系统以及免疫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

(

)有文献指

出其发病机制包括内毒素发病机制和直接热损害机制'

!

(

)临

床特点是在高温环境中突然发病#体温可高达
'#g

以上#先出

汗#后无汗#并伴有干热和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中枢系统症

状#是中暑最严重的一种类型)

热射病是一种致命性疾病)热射病病死率高达
+#b

"

%#b

'

9

(

)热射病患者出汗速率是健康人的
1

倍#容易导致水*

钠丢失#引起脱水和电解质平衡失常'

%

(

#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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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R

%发生率高

达
"#b

#仅靠降温*抗休克处理并不能抑制炎性反应*弥散性

血管内溶血$

&6FFH7C68DBAKA7>HIAB>=A

M

HI=

@

ADE

G

#

e()

%和
.QeR

的发生#因此早期保护各脏器功能和阻断恶性循环是抢救成功

的关键'

4

(

)由上述的数据可见#热射病的并发症多种#包括电

解质紊乱*肝功能受损*急性肾衰竭*横纹肌溶解*

e()

等并发

症#对机体有广泛的损伤作用#引起炎症反应综合症并失控进

入
.QeR

)影响治疗效果主要与神经系统*肝*肾和肌肉损伤

程度有关#昏迷超过
!

"

%E

预后不良#一旦启动外源性和内源

性凝血途径#微血栓广泛形成#导致
e()

和血液动力学障碍#

受到影响的器官缺血*缺氧加重#出现组织坏死#引起
.eQR

#

更是增加死亡的机率)

当患者诊断为热射病时#需及时完善实验室相关检查#可

以作为早发现疾病*评估病情的参考指标)重视患者全身器官

功能状态#加强系统或器官功能监测#改善全身情况#维持内环

境稳定'

$#

(

#可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一旦发生热射病#

积极采取综合物理降温#联合应用多种手段防治
e()

及

.QeR

#必要时还可采用集降温*超滤为一身的持续性血液净

化治疗'

$$

(

)因此#实验室检查对早期发现热射病并发症有重

要意义#可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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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扩增#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目的片段后进行

质粒纯化具有实际意义#可以进一步分析该质粒的多态性及在

不同菌株间的相关性和流行趋势#以便对它们进行流行病学分

析)鉴于耐药菌耐药基因可通过接合*转化*转导等多种方式

发生转移#最终导致耐药菌株的暴发流行#对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带来极大困难#因此#明确产
VR2]7

病原菌的基因型及耐

药性对临床抗感染治疗及感染控制有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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