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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变化及其与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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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检测!对照组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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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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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患者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呈动态变化!对其检测能为脑水肿的评估和治疗提供有效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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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其发

病率和病死率较高#急性脑出血患者的病死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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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的病因主要与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糖尿病*高血脂*高血

压*血管老化等都与脑出血的发病密切相关#脑出血常在情绪

激动*费劲用力时突然发病#患者病死率极高#虽经治疗仍会存

在运动障碍*认知障碍*言语障碍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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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后脑组

织会出现血肿扩大*血肿周围代谢异常等症状#且脑水肿也会

逐渐形成'脑水肿是指患者脑内水分增多致使脑容积增大的

症状#脑水肿的形成和发展是患者神经功能损伤及导致患者病

死的主要原因'如能研究出可显著减轻患者脑水肿的药物#那

么治愈率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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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患者的血清铁蛋白和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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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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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指标与患者脑出血后脑水肿体积系数关系的

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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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严重的免疫缺陷或自身免疫病&近期有急性心肌梗死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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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

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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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血清铁蛋白水平与第
!

天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

关性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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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铁蛋白水平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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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血清铁蛋白水平与第
!

天

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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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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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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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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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性分析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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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第
!

天血清铁蛋白后#偏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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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XPY

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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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脑水肿体积系数无相关性'见图
.

'

/5/5'

!

第
,

天血清铁蛋白水平与第
,

天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

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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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血清铁蛋白水平与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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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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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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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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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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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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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脑水

肿体积系数的相关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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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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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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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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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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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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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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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第
,

天脑水肿体积系数的相关性分析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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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

#控制变量第
!

天血清铁蛋白后#偏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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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

#所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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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XPY

水平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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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脑水肿体积系数呈正相关关系'见图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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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天
XPY

水平与第
,

天脑水肿

体积系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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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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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水肿的常见类型主要有血管源性脑水肿和细胞毒性脑

水肿!血管源性脑水肿是由于血
=

脑屏障破坏#毛细血管水分渗

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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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毒性脑水肿是因细胞内外环境改变#

细胞膜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以致神经细胞内外钾*钠*钙等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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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不能保持平衡#细胞内渗透压升高导致水分进入细胞所

致(

!2=!7

)

'有研究发现血红蛋白的分解产物铁离子是导致脑水

肿的关键因素#通过向小白鼠脑内注射铁离子发现小白鼠有明

显的脑水肿现象#而注射铁鳌合剂去铁胺可有效减轻脑水肿#

因此去铁胺可能在脑水肿的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发现

血清铁蛋白和
XPY

水平在脑出血后出现异常升高#因此研究

血清铁蛋白*

XPY

的动态变化及其与脑水肿体积系数的关系#

在脑水肿的评价和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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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通过定期对实验组患者的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

进行检测#并与对照组血清铁蛋白及
XPY

水平进行比较#实验

组患者出血后的不同时段血清铁蛋白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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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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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出血后的不同时段
XPY

水平

均高于对照组#且呈动态变化#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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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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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血清铁蛋白

与
XPY

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机制#两者的调控作用对维持机

体各项功能的正常提供了保障'本研究通过对血清铁蛋白和

XPY

水平与患者脑出血后脑水肿体积系数关系结果表明#第
!

天血清铁蛋白与第
!

天
XPY

水平呈正相关#第
,

天血清铁蛋

白和
XPY

水平均处于最高值#与脑水肿高峰期一致#提示
XPY

水平的变化反映了血清铁蛋白引起的脑出血后脑水肿的情况#

所以对患者血清铁蛋白和
XPY

水平的检测#能为脑出血后脑

水肿的评估和治疗提供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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