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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乳酸及乳酸清除率测定对危重病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

岳乔红!程晓东!童
"

开!周铁成!苏明权!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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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与危重病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干化学方法对
")#

例危重病患者进

行血乳酸测定和乳酸清除率计算!结合临床资料!分析患者血乳酸浓度及乳酸清除率与疾病预后的关系'结果
"

血乳酸水平越

高!患者预后越差!

121KẐ

(

评分和死亡率呈升高趋势"

!

#

)%)&

%'

#(*

乳酸清除率较低的患者住院病死率高于高清除率患者

"

!

#

)%)&

%'结论
"

血乳酸及乳酸清除率可作为危重病患者病情监测和预后评价的指标'

关键词"乳酸$

"

乳酸清除率$

"

预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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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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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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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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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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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重病患者常出现严重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是以全身性

感染导致器官功能损害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其发病率及病死

率均很高'由于危重病患者血乳酸水平显著升高#因此#测定

体内乳酸水平可准确提示疾病控制状况#并对患者预后作出有

效评估)

"

*

'笔者对本院危重病监护病房$

!K0

&收治的危重病

患者进行了血乳酸监测及乳酸清除率分析#探讨血乳酸水平与

危重病患者预后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治疗危重病患者提供更

好的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4

年
"

月
!

#)")

年
5

月本院
!K0

收治的

危重病患者
")#

例#男
5)

例(女
(#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8%"

岁%包括重型颅脑外伤(心肌梗死(外伤致出血性休克(重

症肺炎(坏死性胰腺炎(脑出血(严重创伤及大手术后等各种危

重病患者#均无明显肝(肾功能损伤#

121KẐ

(

评分平均值

#8%$

分$

"&

!

$#

分&'按血乳酸峰值将患者分为乳酸正常组

$

(

#%(CC9=

"

L

&

#4

例(中度增高组$

#%(

!

'%)CC9=

"

L

&

(#

例(

重度增高组$

'

'%) CC9=

"

L

&

$"

例'以
#(*

乳酸清除率

$

")M

&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高乳酸清除率组
54

例和低乳酸

清除率组
$$

例'

@%A

"

方法
"

患者停用脂肪乳剂等药物
#(*

后采集空腹静脉

血#

$)C7/

内离心后分离血浆#采用强生
P7?>9+4&)

全自动干

化学分析仪和配套干片试剂测定血浆乳酸浓度'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7->9+9A? ;̂-:=#))$

软件记录并分

析数据结果%计量资料以
FN5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

数
2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显

著性检验水准为
,

_)%)&

'

A

"

结
""

果

A%@

"

不同血乳酸峰值组比较
"

乳酸中度增高组
121KẐ

(

评分和病死率高于乳酸正常组#重度乳酸增高组较乳酸中度增

高组又进一步增加$

!

#

)%)&

&%各组间患者性别及年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A%A

"

不同
#(*

乳酸清除率组比较
"

低清除率组病死率高于

高清除率组$

!

#

)%)&

&#低清除率组和高清除率组患者性别(

年龄(

121KẐ

(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不同血乳酸峰值组比较

组别
*

性别$男"女#

*

"

*

& 年龄$岁#

FN5

&

121KẐ

(

评分$分#

FN5

& 病死率$

M

&

乳酸正常组
#4 "$

"

"5 &'%8N#)%5 "4%"N(%#

!

"$%'

!

乳酸中度增高组
(# ##

"

#) 5$%)N"4%' #$%5N&%) $)%4

"

乳酸重度增高组
$" "8

"

"( 5"%4N##%$ #8%$N(%'

!

&"%5

!

""

!

!与乳酸重度增高组比较#

!

#

)%)&

'

表
#

""

不同乳酸清除率组比较

组别
*

性别$男"女#

*

"

*

& 年龄$岁#

FN5

&

121KẐ

(

评分$分#

FN5

& 病死率$

M

&

高清除率组
54 ("

"

#' 5)%&N#"%( ##%$N4%5 #5%"

低清除率组
$$ "4

"

"( 5#%'N##%) #)%4N&%$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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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乳酸是低灌注和组织缺氧时葡萄糖无氧代谢的中间产物#

血乳酸是外周组织灌注不良和组织缺氧较好的标志物#其动态

变化与机体内环境有着重要相关性'诸多研究表明#血乳酸是

监测危重病患者病情的有效指标#可用于评估休克(组织低灌

注等缺氧状态的严重性及判断预后)

#

*

'正常状态下乳酸产量

较低#血乳酸含量一般小于
#%()CC9=

"

L

'危重病患者处于组

织低灌注和缺氧状态#线粒体氧输送减少#乳酸合成增多#血乳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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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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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水平升高#引起高乳酸血症#进而导致乳酸酸中毒'因此#对

危重病患者实施血乳酸监测#特别是动态监测有明显的临床价

值#可及时了解危重病患者机体内环境#为判断患者预后及制

定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血乳酸水平与危重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血乳酸水平越高#病情越重#预后越差'以单次乳酸测定结果

判断组织低灌注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已受到质疑#因为乳酸代谢

是包括生成(清除(转化及利用在内的综合过程#且血乳酸浓度

增加除与细胞处于低氧状态有关外#也与骨骼肌
S@,\,1.2

酶活性上调(丙酮酸代谢抑制或其产物增加有关)

$

*

'因此#为

准确评估机体组织细胞的灌注和氧代谢情况及患者对治疗的

反应#有必要动态监测血乳酸水平或乳酸清除率'危重病患者

的预后取决于治疗期间血乳酸清除(转化及利用的速度#乳酸

浓度下降速度越快#预后越好%清除越滞缓或乳酸浓度持续升

高#死亡率越高'乳酸清除率能有效反映乳酸水平动态变化#

R-S:=7+

等)

(

*认为其对外科术后重症患者的预后具有预测价

值#对治疗方案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O9//7/9

等)

&

*对心肺复苏

术后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

"#*

乳酸清除率对患者短期生

存率有较强的预示价值'本研究也发现乳酸清除率与危重病

患者的住院生存率密切相关'

乳酸清除率虽能敏感反映组织供氧"耗氧的动态平衡状

况#评价治疗效果#但由于组织内的乳酸进入血液需耗时数分

钟和一定的组织灌注量#可能出现血乳酸水平改变的延迟性和

组织灌注严重不良时的局部乳酸潴留现象#而且血乳酸浓度受

肝(肾功能影响#不能反映原发疾病的可逆状况'因此乳酸清

除率作为独立因素判断预后存在局限性#应结合多种因素综合

判断)

5

*

'目前#究竟哪一时段(多少临界阈值的乳酸清除率对

预后评估具有最大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尚无定论#均需进一步探

讨)

8,")

*

'

对于因组织灌注障碍而出现乳酸升高的危重病患者#

1,

21KẐ

(

评分(乳酸峰值(乳酸清除率等是评价患者预后的良

好指标'乳酸峰值大于或等于
")CC9=

"

L

(乳酸清除率小于或

等于
")M

均提示患者预后较差'因此#应在危重病患者疾病

早期进行血乳酸动态监测#获取患者乳酸峰值和乳酸清除率等

动态变化指标#以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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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细胞减少症患者原发疾病分析

朱
"

跃!孟凡萍!王晓华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检验科!重庆万州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全血细胞减少症患者原发疾病分布!提高疾病诊断准确率'方法
"

收集
"5)

例全血细胞减少症患者临床

资料!对原发疾病分布及不同原发疾病患者构成比进行分析'结果
"

造血系统疾病患者占
5$%"M

!非造血系统疾病患者占

$5%4M

'结论
"

导致全血细胞减少症的原发疾病虽以造血系统疾病为主!但非造血系统疾病仍不可忽视'

关键词"全血细胞减少$

"

造血系统$

"

病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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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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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细胞减少症是由多种原发疾病造成外周血象异常的

疾病#表现为血液中有形成分如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计数持

续低于正常参考范围'笔者收集了本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具有完整病历资料的
"5)

例全血细胞减少症患者#并进

行统计及病因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5)

例全血细胞减少症患者#男
''

例(女
8#

例#年龄
&

!

8)

岁'符合全血细胞减少症诊断标准#即连续
#

次以上检查血红蛋白小于
"))

D

"

L

#白细胞小于
(%)j")

4

"

L

#

血小板小于
"))j")

4

"

L

)

"

*

%造血及非造血系统疾病诊断参照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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