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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毒蛇咬伤患者治疗前后血液各项检验指标的异常检出率!探讨不同毒蛇咬伤后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方

法
!

选择近
'

年住院治疗'属于何种蛇伤诊断明确的毒蛇咬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患者在治疗前后均进行多项血液检验指标

检测!将这些指标的异常检出率在各种毒蛇咬伤患者中作出比较与分析%结果
!

各种毒蛇咬伤均可引起部分患者一些检验指标

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特别是蝰蛇咬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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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几种蛇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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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环蛇咬伤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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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和
-

i降低的检出率明显高于竹叶青蛇'眼镜蛇和蝰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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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各种毒蛇咬伤由于毒蛇种类和毒量不同!引起血液检验指标发生变化和异常检出率也不同%

关键词"毒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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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

!

血液检验指标#

!

异常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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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咬伤后由于蛇毒素的作用#致使人体中毒而出现相应

的临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指标改变*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

各种蛇毒中毒后引起人体出现的临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指标

变化是不同的*前些年本院及国内其他一些学者对于毒蛇咬

伤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临床治疗和护理的研究'

&!1

(

#其文献中将

毒蛇咬伤后出现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描述的比较到位#但对于实

验室指标变化描述得不多#更没有系统的研究报道*因此#笔

者对毒蛇咬伤治疗前后血液多项检验指标变化规律进行了系

列的探讨#本文则是将毒蛇咬伤患者治疗前后血液各项检验指

标的异常检出率作出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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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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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病例来源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

院蛇伤专科住院治疗的毒蛇咬伤患者#属于何种蛇伤诊断明确

者入选#共
'$.

例#其中男
&*6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16(._&*()

%岁*近几年来本地区常见的毒蛇咬伤主要有

#

种#本文入选的患者有银环蛇咬伤
$$

例)竹叶青蛇咬伤
.6

例)眼镜蛇咬伤
$.

例)眼镜王蛇咬伤
'$

例)蝰蛇咬伤
$#

例*

从毒蛇咬伤时算起#就诊时间最短
'#G35

#最长
&'+

&因考虑就

诊时间太长可能导致某些检验指标出现太大的异常变化#故就

诊时间超过
&'+

的患者未纳入本研究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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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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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观察的血常规指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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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就诊后在治疗前
'+

内抽血检

测上述指标#然后根据病情需要#在治疗后第
&

天等时段空腹

抽血送检*采用
K

H

4G:̀ gK!&)))3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

血常规检测#采用
K

H

4G:̀ ,"!&#))

全自动血栓"止血分析仪

进行凝血功能检测#采用
V8E+:W!.))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

有关生化指标检测*上述指标检测水平高于参考范围上限$以

%

表示升高%和低于参考范围下限$以
&

表示降低%被认为属于

检测水平异常*本文主要观察和分析毒蛇咬伤治疗前和治疗

后
&C

各项检验指标的异常检出率*

@(B

!

统计学处理
!

本文系计数资料#以例数$

'

%和百分率$

M

%

表示#采用
KWKK'&()

软件包进行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检测水平是以升高为主还是以降低为主#需根据

其趋势决定#高于参考范围上限或低于参考范围下限的例数特

别少的#可能由于个体差异所引起#在统计分析时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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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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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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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和
,

反应蛋白异常检出率
!

#

种毒蛇咬伤都可引

起一些患者
QU,

水平升高#特别是蝰蛇咬伤升高检出率明显

高于其他几种蛇伤$

;

$

)()#

%&治疗后
&C

其升高检出率高于

治疗前#除银环蛇外#其他
$

种蛇伤治疗前后比较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各种毒蛇咬伤治疗前后均有少数病例的

VU,

和
O/U

水平有下降现象#但相互比较无差异*各种毒蛇

咬伤治疗前后均有少数病例的
WL7

水平有下降现象#尤其是

蝰蛇咬伤治疗前后的下降检出率最高#其他几种蛇伤与之相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各种毒蛇咬伤治疗前后均

有部分病例的
+!,VW

水平升高#治疗后
&C

其升高检出率大多

高于治疗前$

;

$

)()#

%#见表
&

*

A(A

!

凝血功能异常检出率
!

蝰蛇咬伤
W7

)

"W77

)

77

和
N!N

升高的检出率最高#银环蛇咬伤
W7

和
"W77

检出率则以降低

为主#这些异常检出率与其他蛇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各种毒蛇咬伤均可引起一些患者
IF

<

水平降低#

但以蝰蛇咬伤最为严重#治疗前后均为
.'(#M

#与其他几种蛇

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A(B

!

心肌酶异常检出率
!

心肌酶的异常检出率在
#

种毒蛇咬

伤中均只有部分患者升高#没有降低的检出率*以蝰蛇咬伤患

者心肌受损的病例最多#与其他几种蛇伤比较#特别是
,-

)

,-!0U

和
LN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1

$见,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A(C

!

肝功能异常检出率
!

肝功能的异常检出率在
#

种毒蛇咬

伤中也只有部分患者升高#没有降低的检出率*而且#从几种

指标检出率看出似乎蝰蛇咬伤要高一些#但除了竹叶青蛇与蝰

蛇咬伤比较其
"L7

)

7U3@

和
NU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外#其他各项指标在几种毒蛇咬伤中相互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

附件/%*

A(G

!

肾功能异常检出率
!

毒蛇咬伤后肾功能异常检出率总的

趋势是部分患者多项指标升高#其中以蝰蛇咬伤异常检出率最

高#与其他几种蛇伤相比部分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个别患者
,?

降低可能是个体差异所引起#但竹叶青

蛇)眼镜蛇和眼镜王蛇咬伤在治疗前有部分患者的
VUW

水平

升高#与治疗后
&C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A(H

!

无机离子异常检出率
!

银环蛇咬伤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后
&C-

i水平降低和
,S

'

水平升高的病例比较多#其检出率

明显高于竹叶青蛇)眼镜蛇和蝰蛇咬伤$

;

$

)()#

%*蝰蛇咬伤

患者在治疗后
-

i和
W

水平升高)在治疗前后
,S

'

和治疗后

,=

水平降低的检出率比较高#与其他几种蛇伤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

J=

i和
,@

在各种毒蛇咬伤中均变化不

大#个别患者的异常检出率可能是个体差异所引起#见表
*

$见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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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和
,

反应蛋白异常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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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种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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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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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异常检出率比较#

'

$

M

%&

蛇种 时段
'

W7

% &

"W77

% &

77

% &

IF

<

% &

N!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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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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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蝰蛇比较&

'

!

;

$

)()#

#与银环蛇比较*

B

!

讨
!!

论

蛇毒素引起中毒#不论是在动物实验还是在临床诊治中血

常规等多项检验指标是否发生变化#专门的研究报道很少*有

报道曾用中华眼镜蛇毒于家兔制作眼镜蛇伤模型'

$!#

(

#系统观

察了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等检测指标#彭洁清等'

*

(作了毒蛇咬伤

患者
*'

例临床凝血指标结果比较分析#张冠新等'

6

(进行了蝰

蛇咬伤治疗期间凝血功能动态变化观察#杨玲玲等'

.

(对毒蛇咬

伤伴肝功能损害作了临床观察#张跃等'

%

(作了蝰蛇咬伤治疗期

间肾功能指标动态变化分析*由于这些报道对于毒蛇蛇伤后

检验指标变化情况的描述均不系统和不全面#为了弥补这方面

的不足#笔者对本地区常见的
#

种毒蛇咬伤患者作了治疗前后

多项检验指标变化规律的探讨#本文则是将各种毒蛇咬伤患者

治疗前后各种检验指标的异常检出率作出比较与分析*

本文结果表明#

#

种毒蛇咬伤)特别是蝰蛇咬伤都可引起

一些患者
QU,

水平升高#治疗后
&C

其升高检出率均高于治

疗前#除银环蛇外#其他
$

种蛇伤治疗前后比较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和
;

$

)()&

%&各种毒蛇咬伤治疗前后均有少数病

例的
WL7

水平有下降现象#尤其是蝰蛇咬伤治疗前后的下降

检出率最高#与几种蛇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和
;

$

)()&

%&各种毒蛇咬伤治疗前后均有部分病例的
+!,VW

水平升高#治疗后
&C

其升高检出率大多高于治疗前$

;

$

)()#

%*而在血常规和
,

反应蛋白变化规律探讨中'

&)

(

#治疗前

仅蝰蛇咬伤患者
QU,

明显升高#治疗后第
&

天
#

种毒蛇咬伤

患者
QU,

均显著升高$

;

$

)()&

%&竹叶青蛇咬伤患者在治疗

前)蝰蛇咬伤患者在治疗前后出现
WL7

减少$

;

$

)()#

或
;

$

)()&

%*蝰蛇咬伤
W7"W77

)

77

和
N!N

升高的检出率最高#

银环蛇咬伤
W7

和
"W77

检出率则以降低为主#这些异常检出

率与其他蛇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和
;

$

)()&

%&各种毒蛇咬伤均可引起一些患者
IF

<

水平降低#但以

蝰蛇咬伤最为严重#与其他几种蛇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凝血功能变化规律探讨则表明蝰蛇咬伤患者

不论轻症或重症
#

项凝血指标的变化均很大'

&&

(

#在治疗前后

之间和轻重之间的多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或

;

$

)()&

%&其他则是银环蛇咬伤仅重症患者
N!N

水平在治疗

前明显升高$

;

$

)()#

%#竹叶青蛇咬伤重症患者
IF

<

和
N!N

水

平在治疗前后与轻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或
;

$

)()&

%#眼镜蛇咬伤重症患者
N!N

水平在治疗前与轻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心肌酶的异常检出率在
#

种毒

蛇咬伤中均只有部分患者升高#且以蝰蛇咬伤患者心肌受损的

病例最多#与其他几种蛇伤比较#特别是
,-

)

,-!0U

和
LNO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和
;

$

)()&

%*而毒蛇咬伤治

疗前后心肌酶变化规律'

&'

(是
#

种毒蛇咬伤患者)特别是重症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心肌酶水平升高#且治疗后
&C

仍在高水

平&蝰蛇咬伤患者的心功能损害最严重#其心肌酶水平明显高

于其他
$

种蛇伤#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C

与其他蛇伤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或
;

$

)()&

%*肝功能的异常检出

率在
#

种毒蛇咬伤中只有部分患者升高&除了竹叶青蛇与蝰蛇

咬伤比较其
"L7

)

7U3@

和
NU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和

;

$

)()&

%外#其他各项指标在几种毒蛇咬伤中相互比较无统

计学意义*而肝功能变化规律探讨'

&'!&1

(则表明
#

种毒蛇咬伤

患者的
*

项肝功能指标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C

大多有升高的

趋势'

&'!&1

(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

天所有指标的血清水平均是重

症高于轻症#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或
;

$

)()&

%&各种毒蛇咬伤患者治疗前后各时段相互比较肝功能变

化没有太大的差异*毒蛇咬伤后肾功能异常检出率总的趋势

是部分患者多项指标升高#其中以蝰蛇咬伤异常检出率最高#

与其他几种蛇伤相比部分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和

;

$

)()&

%*毒蛇咬伤治疗前后肾功能变化规律'

&$

(亦表明与治

疗前比较#各种毒蛇咬伤在治疗后
&C

除个别指标外其检测均

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趋势&治疗前后各时段除
X"

外#其他

指标均值基本上是蝰蛇咬伤显著高于银环蛇)竹叶青蛇)眼镜

蛇和眼镜王蛇咬伤$

;

$

)()#

或
;

$

)()&

%*银环蛇咬伤患者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C-

i水平降低和
,S

'

水平升高的检出率

明显高于竹叶青蛇)眼镜蛇和蝰蛇咬伤$

;

$

)()#

和
;

$

)()&

%&蝰蛇咬伤患者在治疗后
-

i和
W

水平升高)在治疗前后

,S

'

和治疗后
,=

水平降低的检出率比较高#与其他几种蛇伤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和
;

$

)()&

%*而血清无机

离子在毒蛇咬伤治疗前后的变化规律则是银环蛇咬伤重症患

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C-

i水平明显降低和
,S

'

水平明显升

高$

;

$

)()#

和
;

$

)()&

%&蝰蛇咬伤患者有多$下转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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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后果数据#目前的最佳实践是与临

床医生形成行动方案共识$水平
'

%*而本调查的结果则处于

水平
$

!当前实践的国家调查*本研究结果仅供参考#建议实

验室与临床医生商讨后制定自己的危急值清单*

实验室在危急值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中应考虑如下建

议!

&

%结合相关文件)查阅文献)咨询临床专家并根据所在医院

的实际情况#与临床医生一起选择危急值项目*除了选择我国

卫生部所颁布的,患者安全目标-中规定的必要血液危急值项

目#即
QU,

)

W7

)

"W77

和血小板计数外#实验室还应该结合

其所在医院特定来考虑'

6

(

&

'

%与临床医生讨论#就不同部门界

限值的设置达成共识#同时#周期性地评估危急值界限#根据危

急值发生数及临床救治效果来调整界限值&

1

%针对儿童生理特

点来制定不同的危急值界限&

$

%记录各项目的危急值发生率#

根据发生率的变化来适当地调整界限值#并减少因重复出现的

危急值报告所带来的工作负担&

#

%应该利用现有的实验室信息

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加强对危急值的管理#除了电话报告以

外#还可以考虑自动化报告系统#以保证临床及时获得危急值

信息*只要实验室与临床共同努力#控制好危急值报告中的每

一步#一定能够真正发挥其临床警示作用#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在危急值项目选择中#大多数实验室都选择了
QU,

)

OF

)

W7

)

"W77

和
IF

<

作为危急值项目#而仅有
')M

左右的实验

室选择将
VU,

作为危急值项目*国外有文献表明#除了常见

的这些定量检验项目外#部分实验室还选择了诸如血涂片中出

现原始细胞等定性结果'

.

(

*尽管大部分项目的界限值在住院)

门诊和急诊间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仍有实验室的危急值界限与

大多数实验室明显不同*由此可见#我国临床实验室危急值报

告的总体状况尚不能令人满意*

总之#我国危急值报告制度在危急项目纳入)界限设定和

报告及时性中尚存在一定问题#实验室应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

基础上#与临床积极协商#制定出适合所在医院的危急值界限#

并积极开展人员培训#改善信息系统以提高报告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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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清无机离子发生改变#特别是
-

i水平在治疗后
&C

明显

升高#且显著高于其他几种蛇伤患者$

;

$

)()&

%*

从上述的结果分析来看#本文报道的毒蛇咬伤患者治疗前

后各种血液检验指标异常检出率的比较与本院报道的毒蛇咬

伤各种指标检测均值比较的结果基本一致'

&)!&1

(

*因此#笔者

认为各种毒蛇咬伤均可引起部分患者一些检验指标发生不同

程度的变化#在不同毒蛇咬伤中有的指标检测均值和异常检出

率高一些#有的指标检测均值和异常检出率低一些#有些指标

在不同蛇种相互比较呈现统计学意义*总的说来#多数毒蛇咬

伤后引起一些检验指标发生变化的一般规律是治疗前均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且治疗后第
&

天仍在继续变化*而引起这些变

化的可能原因!$

&

%毒蛇种类不同#所含毒素成分不一样#因蛇

毒按其性质又分为神经毒素)血循毒素和混合毒素&$

'

%毒蛇毒

量不同#这与毒蛇的体质量大小)生活环境和伤人状态等有关#

放毒时有的质稀量少)有的质稠量多#故引起血液检验指标变

化程度和异常检出率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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