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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颅脑损伤患者电解质水平变化与病情预后的关系%方法
!

选取
#$%#[#$%R

年
')$

例

颅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将其分为轻度颅脑损伤组"

%0%

例$&中度颅脑损伤组"

%$*

例$&重度颅脑损伤组"

&R

例$!根据血钠水平将重度颅脑损伤组进一步分为高水平血钠亚组"

0'

例$和稳定水平

血钠亚组"

%#

例$!同时选取健康体检者
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入院后
R;

内血浆电解质"血钠&血钾&血

氯$水平!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轻度&中度颅脑损伤组血钠&钾&氯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R

$%重度颅脑损伤组血钠&氯水平高于轻度&中度颅脑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轻

度&中度&重度颅脑损伤组血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R

$%在重度颅脑损伤组中!高水

平血钠亚组死亡
R&

例"

0(!*RZ

$!稳定水平血钠亚组死亡
*

例"

''!''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临床监测颅脑损伤患者尤其是重度损伤患者血钠水平变化!有利于病情恢复%

关键词!颅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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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

!"#

'

%$!'()(

(

,

!-../!%)0'+*%'$!#$%&!$)!$%%

中图法分类号!

1)R%!%

文章编号!

%)0'+*%'$

"

#$%&

$

$)+$)0R+$'

文献标识码!

2

O+9-

4

)17,51

6

%2)*<.))-%.%7+3).

4

+%.%&%.251-522%220%1+)*0)3+5.'+

4

35+%

'1

/

5+'%1+2('+,-'**%3%1+-%

6

3%%2)*7351')7%3%<35.'1

L

93

4

KD#$%&'20'

(

%

!

$-#$$*0J)0'

(

%

'

!

!"#$M4'9&

%

!

LUE+'

(

#

!

E-#$!&+'9&

#

!

L"=I0*

@

&'

(

%

!

;=H4

@

+'

%

"

%1K4

G

+?3:4'30

5

C9&'&8+9L+/0?+30?

@

!

,*&'&'

(

6*'&8&

G

+9C4'3?+9.02

G

&3+9

!

,*&'&'

(

!

,&8)*+'

)#($$$

!

C)&'+

#

#1$?+74#$$(

!

P+8*93

@

0

5

"'2

G

483&0'

!

#0?3),&8)*+'647&8+9C0994

(

4

!

#+'8)0'

(

!

,&8)*+')'0$$$

!

C)&'+

$

;<2+357+

'

"<

L

%7+'&%

!

38-/E5.=-

F

>=5=4575?>=-8/.4-

6

H5=B55/5?59=78?

C

=5?5E5?94>/

F

5B-=4

6

78

F

/8.-.-/=45

6

>=-5/=.B-=497>/-89575H7>?-/

,

<7

C

!M%+,)-2

!

2=8=>?8:')$

6

>=-5/=.B-=497>/-89575H7>?-/

,

<7

C

-/=4-.48.

6

-=>?

;<7-/

F

#$%#[#$%RB575.5?59=5;>.=4575.5>794.<H

,

59=.>/;;-E-;5;-/=8=45D-?;97>/-89575H7>?-/

,

<7

CF

78<

6

"

%0%9>.5.

$!

D8;57>=597>/-89575H7>?-/

,

<7

CF

78<

6

"

%$*9>.5.

$

>/;.5E57597>/-89575H7>?-/

,

<7

CF

78<

6

"

&R9>.5.

$

>9987;-/

F

=8=45Q?>.

F

8B98D>.9>?5!345.5E57597>/-89575H7>?-/

,

<7

CF

78<

6

B>.:<7=457;-E-;5;-/=8=454-

F

4

?5E5?H?88;.8;-<D.<H

F

78<

6

"

0'9>.5.

$

>/;.=>H?5?5E5?H?88;.8;-<D.<H

F

78<

6

"

%#9>.5.

$

>9987;-/

F

=8=45?5E+

5?8:H?88;.8;-<D

!

D5>/B4-?50$

6

57.8/.</;57

F

8-/

F

45>?=4

C6

4

C

.-9>?5A>D-/>=-8/B575.5?59=5;>.=4598/=78?

F

78<

6

!345

6

?>.D>5?59=78?

C

=5?5E5?.

"

H?88;.8;-<D

!

6

8=>..-<D

!

94?87-;5

$

-/5>94

F

78<

6

B575;5=59=5;B-=4-/R

;>:=57>;D-..-8/!345/=4575.<?=.B575.=>=-.=-9>??

C

>/>?

C

@5;!$%29.+2

!

G8D

6

>75;B-=4=4598/=78?

F

78<

6

!

=45

H?88;.8;-<D

!

6

8=>..-<D>/;94?87-;5?5E5?.4>;/8.=>=-.=-9>?;-::575/95H5=B55/=45D-?;>/; D8;57>=5

97>/-89575H7>?-/

,

<7

CF

78<

6

.

"

;

$

$!$R

$

!345H?88;.8;-<D>/;94?87-;5?5E5?.-/=45.5E57597>/-89575H7>?-/

,

<+

7

CF

78<

6

B5754-

F

457=4>/=48.5-/=45D-?;>/;D8;57>=597>/-89575H7>?-/

,

<7

CF

78<

6

.

!

=45;-::575/95B>..=>+

=-.=-9>??

C

.-

F

/-:-9>/=

"

;

#

$!$%

$

!345H?88;

6

8=>..-<D?5E5?4>;/8.=>=-.=-9>?;-::575/95H5=B55/=45D-?;

!

D8;+

57>=5>/;.5E57597>/-89575H7>?-/

,

<7

CF

78<

6

.B-=498/=78?

F

78<

6

"

;

$

$!$R

$

!L/=45.5E57597>/-89575H7>?-/

,

<7

C

F

78<

6

!

=4575B575R&9>.5.

"

0(!*RZ

$

8:;5>=4-/=454-

F

4?5E5?H?88;.8;-<D.<H

F

78<

6

>/;*9>.5.

"

''!''Z

$

8:;5>=4-/=45.=>H?5?5E5?H?88;.8;-<D.<H

F

78<

6

!

=45;-::575/95B>..=>=-.=-9>??

C

.-

F

/-:-9>/=

"

;

#

$!$%

$

!:)1N

7.92')1

!

G?-/-9>??

C

D8/-=87-/

F

=45H?88;.8;-<D?5E5?94>/

F

5-/=45

6

>=-5/=.B-=497>/-89575H7>?-/

,

<7

C

!

5.

6

5+

9->??

C

.5E57597>/-89575H7>?-/

,

<7

C

!

-.98/;<9-E5=8=45;-.5>.57598E57

C

!

=%

4

()3-2

'

97>/-89575H7>?-/

,

<7

C

#

!

5?59=78?

C

=5

#

!6

78

F

/8.-.

-

R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N>HO5;

!

O>794#$%&

!

M8?!'(

!

P8!)



!!

颅脑损伤患者伴发水电解质紊乱现象极为常见!

尤其是患者血钠水平升高非常明显!且当出现高钠血

症时!其病死率增高"目前!颅脑损伤的发病机制尚

不清楚#

%

$

!本研究对
#$%#[#$%R

年神经外科收治的

')$

例颅脑损伤患者的电解质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

旨在为临床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四川省遂宁市

中心医院
')$

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R$

岁"纳入患

者
R;

内有
#

次及以上生化电解质检查!其中脑挫伤

%)$

例!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R&

例!创伤性硬膜下

血肿
*$

例!多发性大脑挫裂伤
*R

例!开放性颅内损

伤
R0

例"根据格拉斯哥昏迷%

QGT

&评分将研究对象

分为
'

组#

#

$

'轻度颅脑损伤组
%0%

例!中度颅脑损伤

组
%$*

例!重度颅脑损伤组
&R

例%其中
)0

例死亡&"

QGT

评分标准'

%'

!

%R

分为轻度脑损伤!

&

!

%#

分为

中度脑损伤!

'

!

0

分为重度损伤"根据血钠水平将重

度颅脑损伤组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组!血钠水平持续升

高或维持高水平患者作为高水平血钠亚组%

0'

例&!血

钠水平非持续升高患者作为稳定水平血钠亚组%

%#

例&"同时选取健康体检者
0$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R

例!女
#R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R

岁"

>!D

!

仪器与试剂
!

D8;<?>7.B>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检测试剂%内标液批号
NV3)(%%$($%

!参比液批号

NV3)&R%')$%

!稀释液批号
NV3)($0#$$%

&购自德国

罗氏公司"

>!E

!

方法
!

检测轻度)中度)重度颅脑损伤组血浆电

解质%血钠)血钾)血氯&水平
#

次!第
%

次为入院
%

!

#

;

!第
#

次为入院
'

!

R;

,检测对照组血浆电解质%钠)

钾)氯&水平
%

次"采用间接电位法检测!所有检测均

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TT%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Oa2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以
;

#

$!$R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

!

各组电解质水平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轻度)中

度颅脑损伤组血钠)钾)氯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R

&"重度颅脑损伤组血钠)氯水平高于轻度)

中度颅脑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轻

度)中度)重度颅脑损伤组血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R

&"见表
%

"

表
%

!!

各组电解质水平比较#

Oa2

&

DD8?

'

N

$

组别
检测

时间
'

血钠 血钾 血氯

重度颅脑损伤组 第
%

次
&R %R%!''a&!R& *!$#a%!## %#$!(#a%#!'&

第
#

次
%)&!#%a%$!*R '!(#a%!#% %#)!0&a%'!%$

中度颅脑损伤组 第
%

次
%$* %*#!'0a#!)& '!'&a$!*% %$R!'&a)!'&

续表
%

!!

各组电解质水平比较#

Oa2

&

DD8?

'

N

$

组别
检测

时间
'

血钠 血钾 血氯

第
#

次
%*%!#Ra*!)% '!&$a$!*0 %$#!(*aR!#%

轻度颅脑损伤组 第
%

次
%0% %'0!0&a#!)* '!)(a$!*$ %$$!*Ra*!*)

第
#

次
%'(!$'a'!0% '!0Ra$!R0 %$#!$#aR!'R

对照组
0$ %*$!0)a#!$& *!%#a$!'* %$#!0(a%!&(

D!D

!

重度颅脑损伤组死亡情况比较
!

在重度颅脑损

伤组中!高水平血钠亚组死亡
R&

例%

0(!*RZ

&!稳定

水平血钠亚组死亡
*

例%

''!''Z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重度颅脑损伤组死亡情况(

'

#

Z

$)

组别
'

死亡 生存

高水平血钠亚组
0' R&

%

0(!*R

&

%R

%

#$!RR

&

稳定水平血钠亚组
%# *

%

''!''

&

&

%

))!)0

&

E

!

讨
!!

论

!!

钠离子是细胞外液%如血液&中最多的阳离子!对

保持细胞外液容量)调节酸碱平衡)维持正常渗透压

和细胞生理功能有重要意义!并参与维持神经
+

肌肉的

正常应激性"细胞外液钠含量的改变可由水)钠任一

含量的变化而引起!所以钠平衡紊乱常伴有水平衡紊

乱"水与钠的正常代谢及平衡是维持人体内环境稳

定的重要因素"因此!血清钠测定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有研究表明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的发病率和

病死 率 分别 为
R!'$Z

!

%%!)$Z

和
R'!R0Z

!

0%!*$Z

!两者有很大差异#

'+*

$

!说明颅脑损伤并发高

钠血症的比例较高!且致死率高"研究显示!血清钠

水平大于
%*(!$$DD8?

(

N

时!患者病死率为
*#!$$Z

,

血清钠水平为
%*(!$$

!

%R(!$$DD8?

(

N

时!患者病死

率为
*)!$$Z

#

R

$

"颅脑损伤本身病变加上高钠血症造

成的细胞内外点活动变化)细胞脱水改变和神经纤维

传导病变!影响了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从而导致患

者病死率增高"

根据高钠血症诊断标准!血钠水平大于
%R$!$$

DD8?

(

N

为高钠血症#

)

$

"本研究结果显示!颅脑损伤

患者血钠水平明显升高!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第
%

次血

钠检测水平为%

%R%!''a&!R&

&

DD8?

(

N

!较轻度)中度

颅脑损伤患者明显升高%

;

#

$!$%

&!第
#

次血钠检测

水平升高更为明显!达%

%)&!#%a%$!*R

&

DD8?

(

N

!同

时伴有血氯水平升高!而中度)轻度颅脑损伤患者血

钠)氯水平升高不明显%

;

$

$!$R

&"重度颅脑损伤患

者血钠水平升高的机制可能是'%

%

&神经体液因素"

颅脑损伤使下丘脑区域受损!导致渴觉中枢和渗透压

感受器损伤!血浆胶体渗透压不能引起渴感饮水和

2K̂

释放!

2K̂

对非渗透压刺激反应导致高钠血

症,颅内血肿压迫中线结构!机体应激
2G3^

分泌增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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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糖皮质激素也相应增加!导致钠水潴留,脑损伤后

并发脑水肿使颅内压升高压迫神经中枢!下丘脑
+

垂体

应激反应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颅脑损伤越严

重!血管紧张素
*

水平升高越明显#

0

$

!而血管紧张素

*

促进血管收缩和醛固酮分泌!通过肾素
+

血管紧张

素
+

醛固酮系统使醛固酮分泌增加!促进肾脏保钠排

钾!体内钠量增多#

&

$

"%

#

&医源性因素"临床治疗颅

脑损伤时会大量)长时间使用脱水剂)利尿剂!限制液

体输入量,不合理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含钠药物,颅内

高压引起过度通气)高热)呕吐等导致大量失水#

(

$

"

%

'

&不明原因高钠血症"患者出现高钠血症而血钾水

平不高!可能与临床使用保钾利尿剂有关!或许还有

尚未发现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在重度颅脑损伤

组中!血钠水平呈持续升高或维持较高水平患者的病

死率达
0(!*RZ

!而血钠水平非持续升高患者的病死

率为
''!''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高钠

血症患者血浆渗透压升高!引起脑细胞内水分丢失!

导致脑皱缩!继而加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因此!高

钠血症加重了神经细胞的损伤#

%$

$

"高钠血症加重颅

脑损伤并导致致死率升高的作用机制可能是'%

%

&重

度血钠变化引起脑组织弥漫性脱髓鞘变!继而引起认

知障碍!锥体外系功能障碍"%

#

&高钠血症患者血液

黏稠度增加!容易形成血栓!进而发生脑梗死"%

'

&治

疗过程中并发脑水肿"%

*

&高钠血症患者机体处于高

渗脱水状态!心)肺)肾等器官如长期处于低灌注状态

会出现衰竭"高钠血症患者也伴有高血氯!血氯水平

增高在高钠血症中的临床意义不大!但与代谢性酸中

毒密切相关#

%%+%#

$

"代谢性酸中毒引起中枢神经系统

抑制)钾代谢紊乱)心率失常)心肌收缩力减弱!酸中

毒与高钠血症共同作用加重患者病情"

综上所述!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易并发高钠血症!

并且损伤越严重!血钠水平越高!同时病死率也明显

增高"而且!高血钠症伴发高血氯!会引起多器官损

伤!加重患者病情!如得不到及时处理很容易致死"

因此!建议临床监测颅脑损伤患者尤其是重度损伤患

者血钠水平变化!及时处理高血钠症!这样有利于颅

脑损伤患者的预后恢复!大大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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