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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检测对急性胰腺炎诊断价值的研究"

杨
!

葵!余云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四川泸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内毒素检测对急性胰腺炎"

'Y

#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

收集该院消化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的
'Y

患者
+"

例!分别采集住院患者
&*<

和
)+<

的血清标本!以及
+"

例正常对照者"对

照组#血清标本$采用
Q(0*"

微生物快速动态监测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的内毒素水平!同时检测血清胰淀粉酶

水平!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重症急性胰腺炎"

a'Y

#患者"

a'Y

组#血清内毒素水平在每个时间段均显著高

于轻中度急性胰腺炎"

Q'Y

#患者"

Q'Y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Q'Y

组又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a'Y

组与
Q'Y

组血清胰淀粉酶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

#$

结论
!

内毒素水平可以客观判断
'Y

病情的严重程度$治疗中如果内毒素不下降!患者发展成
a'Y

的风险较

大$内毒素可监测和提示
a'Y

的发生!协助临床的诊断$

关键词"内毒素%

!

急性胰腺炎%

!

多器官功能障碍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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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的主要成分是脂多糖$

VYa

%#由
$

个结构

域构成!脂质
'

*低聚糖核心*末端的
T0

抗原'其中脂

质
'

是
VYa

的生物活性部分#当细菌自溶或人工裂

解后将其释放#急性胰腺炎$

'Y

%是以急性腹痛为主

要症状的一种常见疾病(

#

)

'轻中度急性胰腺炎

$

Q'Y

%病变较轻#对脏器的损伤有局限性和自限性'

重症急性胰腺炎$

a'Y

%是诸多因素诱发并波及多脏

器严重受损的疾病#病程发展迅速凶猛#病死率高#可

达
!"-

"

$"-

(

!0$

)

'因此如何为临床提供快速准确的

诊断#积极进行相应的治疗对其预后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临床对
'Y

虽有许多诊断标准#但其应用相对较

繁琐'为了寻求快速*准确的实验室诊断指标#现对

'Y

患者进行动态血清内毒素水平测定#对该病发展

的严重程度进行研究分析#为临床提供可靠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消化内科
!"#.

年
#"

月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AQ7?M>45

!

W7=7DA7@!"#)

!

N3>,#+

!

U3,!

"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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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葵#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微生物研究'



!"#%

年
$

月
'Y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年龄$

&%,*"d*,))

%岁#平均体质量$

.&,)"d.,#)

%

K

:

'其中
Q'Y$+

例#

a'Y!&

例'所有患者均通过

临床症状*血尿淀粉酶*腹部超声*增强
M2

相结合的

分析判断并且确诊为
'Y

'根据,中华普通外科学文

献$电子版%指南$

!"#.

年%-分为
$

类(

&

)

!轻症表示无

脏器功能衰竭和局部并发症&中度表示出现局部并发

症和"或短暂的脏器功能衰竭$

$

&*<

%&重症表示持

续的脏器功能衰竭大于
&*<

'本研究将中度
'Y

归

并入轻度
'Y

类别#即将
'Y

患者分为
a'Y

组$

!&

例%

和
Q'Y

组$

$+

例%'选择该院
+"

例全身无感染*肿

瘤*妊娠#一般情况良好者作为对照组#且否认曾患胰

腺炎病史#男
$"

例#女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Q(0*"

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

为北京金山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RR0a!8

数据

显示器*恒温水浴锅为金坛市大地自动化仪器厂生

产#无菌无热原玻璃试管和吸头为试剂配套产品'迈

瑞
(a!"""Q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校准品为深圳

迈瑞公司提供#室内指控品为伯乐公司提供'革兰阴

性脂多糖检测试剂盒为北京金山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产品#

!"

人份"盒!反应主剂
",!

毫升"支
h!"

支&

样品处理液
",)

毫升"支
h!"

支'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Y

患者分别于入院后
&*

*

)+<

清晨抽取静脉血
&DV

及对照组抽取静脉血
&DV

于

无菌无热源促凝管中#室温静置
$"D45

#

$"""@

"

D45

离心
#"D45

#离心后分离血清检测血清内毒素&

'Y

患

者与对照组抽取
.DV

静脉血于促凝管中#采血后室

温静置
$"D45

#

$.""@

"

D45

离心
.D45

#离心后分离

血清检测血清胰淀粉酶'

$,',/

!

测定方法
!

血清内毒素测定系统通过测定生

物试剂与检测样品中抗原抗体反应阻挡光线透过#采

用光度法#连续检测光透过率#建立时间与微生物水

平关系的标准曲线#通过光电转换原理#经软件系统

分析得出血清内毒素的检测值'血清胰淀粉酶测定

采用速率法'所有检测操作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Yaa!","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

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Nd>

表示#组间比较根据类型

不同选择
O

检验及非配对
;

检验#

5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

各组研究对

象的性别*病因构成比*年龄*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5

%

",".

%#具有可比性'见

表
#

'

表
#

!!

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

性别$

-

%

男性 女性
年龄$

Nd>

#岁% 体质量$

Nd>

#

K

:

%

病因$

-

%

酒精性 胆源性 高脂血症 饮食因素 其他

对照组
+" $" $" &*,!+d%,*! .$,+$d##,) 1 1 1 1 1

Q'Y

组
$+ !" #+ &*,*$d+,"+ ..,*)d&,*$ $ " . & +

a'Y

组
!& #! #! &+,&!d#",!* .+,$$d.,.% ! + $ " #

!

!

"

O

#,.+. #,"$# #,.!* !","""

"

",#.$ ",)$& ",!+" ",!!"

!!

注!

1

表示无数据

/,/

!

各组研究对象胰淀粉酶检测结果比较
!

Q'Y

组胰淀粉酶水平与
a'Y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5

%

",".

%'但
!

组胰淀粉酶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见表
!

'

表
!

!!

胰淀粉酶与临床诊断关系

组别 例数$

-

% 胰淀粉酶$

Nd>

#

]

"

V

%

对照组
+" !#,.&d!",*

Q'Y

组
$+ &+$,!d&$&,)

"

a'Y

组
!& #.!,)d#$&,$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5

$

",".

/,'

!

各组研究对象内毒素水平动态变化结果比

较
!

对照组内毒素水平一直处于正常水平偏低限#所

有
'Y

患者入院后内毒素水平均有升高'

&*<

内

a'Y

组和
Q'Y

组内毒素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a'Y

组内毒素水平与

Q'Y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入院

)+<

后#

Q'Y

组内毒素水平逐渐降低#而
a'Y

组依

然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见表
$

'

表
$

!!

各组研究对象内毒素水平动态变化结果

!!!

比较$

Nd>

#

E:

(

DV

%

组别 例数$

-

%

&*< )+<

对照组
+" .,&*d!,$#

!

Q'Y

组
$+ !*,*%d#&,"*

"

!",+%d#),*#

a'Y

组
!& .+,).d#),)!

"+

*%,#)d!#,*.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5

$

",".

&与
Q'Y

组比较#

+

5

$

",".

&

1

表

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a'Y

是多种因素且累及多个脏器受损的全身急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AQ7?M>45

!

W7=7DA7@!"#)

!

N3>,#+

!

U3,!



性炎性反应疾病#其起病急*病程进展快*病死率高为

其临床特征#早期快速*准确地对病程进展进行评估

显得极其重要'大部分
'Y

患者在腹痛发作数小时

后就诊入院#而此时临床常用的检查手段进行诊断尚

不太可靠'判断
'Y

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方法较多#无

论是
/;5835

标准*

'Y'MRO

'

评分系统还是
M2

分

级判别标准等#临床运用实施均较繁琐#不利于
'Y

的及时*准确的判断(

.

)

'

血清胰淀粉酶是诊断
'Y

最常用的实验室指标'

本研究结果表明#

'Y

患者血清胰淀粉酶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而
Q'Y

组与

a'Y

组患者之间胰淀粉酶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5

%

",".

%'

a'Y

患者血清胰淀粉酶升高程度与
'Y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不一致#原因是胰腺腺泡结构被严

重破坏#胰淀粉酶水平反而显著减少#有研究报道约

#!-

致死性
'Y

患者的胰淀粉酶水平始终在正常范

围内(

+

)

'当
'Y

患者胰腺组织出现广泛坏死时#仅仅

依靠胰淀粉酶的高低对其进行诊断极易产生漏诊#造

成严重后果#故需与其他检测指标联合判断(

%

)

'

'Y

病程发展中#由于患者肠道防护屏障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伤#肠道内的细菌产物000内毒素经肠壁

进入无菌的肠腔外'

a'Y

时胰腺导管炎性水肿严重#

导致肠壁黏膜缺血*缺氧#肠黏膜屏障遭到破坏(

*

)

'

受损的肠壁黏膜通透性增加#内毒素通过肠道壁入血

并活化液体组织细胞#使其遭到破坏#立即产生各种

不同类型的有害物质!磷脂酶
'!

*激肽*肿瘤坏死因

子$

2UI

%*白细胞介素
0#

$

LV0#

%等#这些有害物质随血

流释放至全身各系统*各脏器#从而造成多系统*多脏

器功能障碍(

)

)

'由于炎性侵袭#胰腺进一步出血坏

死#血清内毒素水平在发病数小时后迅速升高#虽然

单一指标升高#但还不能确诊为
'Y

#一旦诊断明确其

血清内毒素水平高低与严重程度相关#具有预测
'Y

轻重程度的重要价值(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入院
&*<

内
Q'Y

组与
a'Y

组内毒素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表现为高内毒素血

症'

Q'Y

组患者入院
&*<

内内毒素水平轻度升高#

在入院
)+<

内内毒素水平开始下降#基本位于正常范

围的高值'

a'Y

组患者在入院
&*<

内内毒素水平显

著升高#随着病程继续进展#在入院第
)+<

内内毒素

水平继续升高#基本位于高值'由表
$

提示#

a'Y

组

在监测的各个时间点的内毒素水平均明显升高#且较

Q'Y

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随

治疗时间的进展#入院
)+<

后
Q'Y

组内毒素逐渐降

低#而
a'Y

组内毒素依然逐渐升高#

!

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5

$

",".

%'

综上所述#内毒素水平在入院数小时即可升高#

可帮助早期
'Y

的诊断'虽然血清胰淀粉酶是诊断

'Y

的指标#但与
'Y

病情发展的严重程度无相关性'

相对于血清胰淀粉酶的检测值#血清内毒素将随病情

的变化而出现其轻*中*重度的不同变化#对
'Y

病程

发展程度的评估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动态检测

内毒素水平在判断
'Y

病情严重程度方面#至今仍被

忽略#未充分利用其临床价值#内毒素作为一个炎性

指标既能提示一种炎性状态#又能对
'Y

病情的严重

程度的判断和病情的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但不

能判断疾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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