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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生化指标对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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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脑脊液生化指标对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

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该院收治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患者98例作为研究组,依据不同疾病分型分为病

毒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及化脓性脑膜炎3组。另选取同期因高热来该院行常规检查,结果提示生化检查正

常的29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比较研究组不同疾病与对照组脑脊液各项生化指标水平;比较结核性与化脓

性脑膜炎患者治疗前后脑脊液各项生化指标水平。结果 结核性脑膜炎患者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最高,然

后依次是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各组LDH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病毒性脑膜炎

患者与对照组LDH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性与化脓性脑膜炎患者乳酸(LA)水平最

高,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患者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病毒性脑膜炎患者与对照组LA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化脓性脑膜炎患者肌酸激酶(CK)水平最高,然后依次是结核性脑膜

炎患者、病毒性脑膜炎患者,化脓性脑膜炎患者CK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核性脑膜炎患者CK水平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患者,病毒性脑膜炎患者CK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结核性与化脓性脑膜炎患者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且脑脊液各项生化指标

(LDH、CK、LA)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检测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患者脑脊

液相关生化指标(LDH、LA、CK)水平,对临床诊断及病情评估均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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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临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脑脊液

的相关生化检查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相关

研究指出,脑脊液相关蛋白生化指标中C反应蛋白、

β2 微球蛋白及转铁蛋白等联合检测在临床诊断中枢

神经系统性疾病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1]。但在实

际临床应用过程中,由于上述相关指标的测试周期

长、且试剂及试验成本普遍较高,因此未将其作为相

关疾病临床诊断的常规检测指标来普及。有文献指

出,脑脊液细胞学及生化检查对中枢神经系统性疾

病,如脑膜炎等在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方面依然具有

一定辅助意义,且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提

高[2]。本研究依据不同类型脑膜炎疾病在病理方面

出现的变化,如某些代谢产物或酶类在患者脑脊液中

水平变化来选取脑脊液中3项生化指标:乳酸(LA)、
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进行联合检测,以
观察其在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中的临床诊断价值,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本

院收治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患者98例作为研究

组,男51例,女47例;年龄18~55岁,平均(37.6±
1.6)岁;其中病毒性脑膜炎41例,结核性脑膜炎36
例,化脓性脑膜炎21例。另选取同期因高热来本院

行常规检查,提示各项生化检查结果正常的29例患

者作为对照组,男17例,女12例;年龄18~55岁,平

均(36.9±1.9)岁。对照组常规检查及脑脊液生化检

查结果提示各项水平未出现异常现象,且均排除恶性

肿瘤疾病及中枢神经系统性感染。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3] (1)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中病

毒性、结核性及化脓性脑膜炎相关诊断标准;(2)年龄

18~55岁;(3)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4] (1)排除精神异常者;(2)排除

妊娠期女性;(3)排除哺乳期女性;(4)排除合并恶性

肿瘤的患者。
1.3 方法

1.3.1 仪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型号:AU640),
LA、LDH、CK均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均
按试剂盒说明书严格执行各项操作。
1.3.2 方法 所有脑脊液检测标本均由临床专业医

生通过腰椎穿刺获取[5]。取约3
 

mL脑脊液,假如标

本肉眼可见明显血性或混浊时,先使用 离 心 机 以

3
 

000
 

r/min,离心5
 

min后取上清液进行相关检测;
常规检测总蛋白及葡萄糖,每份脑脊液标本同时进行

LDH、CK、LA
 

3项生化指标检测,需在标本采集后

1
 

h内完成送检。
1.4 观察指标

1.4.1 观察比较研究组不同疾病与对照组脑脊液各

项生化指标水平。
1.4.2 观察比较研究组结核性与化脓性脑膜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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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脑脊液各项生化指标水平变化[6]。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组不同疾病与对照组脑脊液各项生化指标

水平比较 见表1。结核性及化脓性脑膜炎患者LA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及病毒性脑膜炎患者,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性脑膜炎与化脓性脑

膜炎患者LA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
毒性脑膜炎患者与对照组LA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核性脑膜炎患者LDH水平明

显高于其他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化
脓性脑膜炎患者LDH水平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病毒性脑膜炎患

者与对照组LDH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化脓性脑膜炎患者CK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性脑膜炎患

者CK水平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患者,病毒性脑膜

炎患者CK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表1  研究组不同疾病与对照组脑脊液各项生化

   指标水平比较(x±s,U/L)

组别 n LDH CK LA

对照组 29 16.5±8.7 0.7±0.6 11.1±2.4

病毒性脑膜炎 41 17.3±9.2 2.0±1.8 11.8±2.6

结核性脑膜炎 36 85.9±16.1 10.4±5.2 55.9±8.7

化脓性脑膜炎 21 73.1±17.8 16.5±3.9 54.1±9.2

2.2 结核性与化脓性脑膜炎患者治疗前后脑脊液各

项生化指标水平比较 见表2。治疗后,结核性与化

脓性脑膜炎患者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且脑脊液各项

生化指标(LDH、CK、LA)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结核性与化脓性脑膜炎患者治疗前后脑脊液

   各项生化指标水平比较(x±s,U/L)

组别 n LDH CK LA

治疗前 57 78.3±11.7 14.6±4.8 53.2±10.5

治疗后 57 26.7±8.9 3.9±3.1 13.8±8.9

t 16.597 14.032 11.854

P <0.05 <0.05 <0.05

3 讨  论

  临床最常见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就是脑

膜炎,其主要分为细菌性及病毒性脑膜炎,细菌性脑

膜炎主要包括结核性及化脓性脑膜炎[7],此类颅脑感

染类疾病的特点主要是发病率高,病情发展快,病情

紧急,病死率高等。因此,在患病早期确诊并有效评

估患者病情,对降低病死率及改善患者预后均有十分

积极的影响[8]。
目前,脑脊液中临床已知的酶类因子有20多种。

正常情况下,机体中血清酶因血脑屏障的阻挡作用,
使脑脊液中各种酶水平均比血清更低[9]。但是,当机

体神经系统因疾病受损时,会导致血脑屏障原本的通

透性大大升高,降低其阻碍作用。因各种不同原因所

导致出现的脑组织损伤均能导致机体脑脊液中各种

酶水平升高[10]。
LDH是机体进行糖酵解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酶类,其在机体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中均有广泛分布。
当脑组织出现坏死时,脑脊液中LDH 水平会明显升

高,同时也是提升机体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受损的一项

较为敏感的参考指标。相对于临床中传统血常规指

标来说,LDH 更能反映脑膜炎病情的严重情况。有

研究指出,相对于细胞和蛋白质,LDH能够更早地发

生异常[11]。本研究结果提示,结核性脑膜炎患 者

LDH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化脓性脑膜炎患者LDH 水平明显高于

病毒性脑膜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病毒性脑膜炎患者与对照组LDH 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LDH能良好地区分脑

膜炎的种类。本研究结果提示,检测脑脊液中LDH
水平可鉴别病毒性脑膜炎及结核性脑膜炎,分析其原

因为,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病灶周围存有高水平巨噬细

胞及单核细胞,当细胞发生坏死、自溶时,会导致患者

脑脊液中LDH水平及活性明显升高。
CK主要分布在神经元细胞中的线粒体及胞浆

中,属于胞浆酶。正常脑脊液中CK活性水平极低,
甚至不足血清中CK活性水平的2%。当机体因各种

因素导致神经系统性疾病时,在缺氧后48~72
 

h,脑
脊液中CK活性水平会明显升高,所以,检测患者脑

脊液中CK水平,可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了解血脑屏

障在通透性方面的变化及脑组织的受损情况[12]。脑

组织受损后,相关酶会被释放至细胞间隙中并扩散至

脑脊液中,导致其水平明显升高。本研究结果提示,
化脓性脑膜炎患者CK水平最高,与其他各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性脑膜炎患者

CK水平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患者,病毒性脑膜炎

患者CK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本研究结果充分说明,检测患者脑脊液

中CK 水平,可对脑膜炎的 尽 早 诊 断 及 分 型 提 供

参考。
LA是机体进行无氧酵解代谢的一种最终产物,

其主要反映细胞组织对实际供氧及氧需求量之间的

平衡状态。本研究结果提示,结核性及化脓性脑膜炎

患者LA水平最高,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患者及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测患者脑

脊液中LA水平,能够有效区分、鉴别病毒性与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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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脑膜炎。
综上所述,检查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患者脑脊液

相关生化指标(LDH、LA、CK),对临床诊断及病情评

估均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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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缝合法对预防胆道术后非计划性T管脱落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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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降低胆道术后患者非计划性T管脱管率。方法 随机将80例需要较长时间T管引流的患

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0例。研究组采用T管旁腹壁皮肤双半环线首尾打结固定;对照组采用传统

T管旁腹壁皮肤间断缝线固定。观察两组患者术后非计划性T管脱管例数和管周皮肤感染例数。设定观察时

间分别为术后2、4、8周。结果 研究组非计划性脱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双半环线首尾打结固定T管能有效降低患者非计划性脱管率,并且不增加管周皮肤的感染概率。

关键词:非计划脱落; T管; 改进缝合法

中图法分类号:R65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455(2019)20-3045-03

  胆道术后T
 

管引流在肝胆外科属于常用的手术

方法,可以引流胆汁,降低胆道压力,预防胆管狭窄、
胆漏,还可通过引流管进行造影、溶石、碎石、排石及

纤维镜检查、取石等[1-2]。留置
 

T
 

管时间一般较长,大
多在半个月以上,如有残余结石则需保留6

 

周以上,
甚至终身带管。因此,T管固定可靠及避免脱落尤其

重要,对后续治疗起关键作用。非计划性T管脱落导

致胆汁性腹膜炎等严重并发症并非罕见[3-4]。临床长

期使用的T管与皮肤固定经过几周后,往往出现松动

或者慢性切割脱落,多需要及时发现后予以再次缝

合,并且患者往往不在医院医生的监控范围内,尤其

地区偏远、医疗条件差的农村更是屡见不鲜。再次缝

合需产生额外医疗费用,增加了患者痛苦及精神负

担,甚至出现胆汁性腹膜炎,导致医疗纠纷。因此,为
了预防管道脱落,有研究者采用引流管固定器固定T
管,以防止T管松动和脱落[5];也有动物试验通过纱

布块沾拭促进炎性因子释放,促进腹腔粘连及T管窦

道形成,从而避免胆汁漏[6]。本研究尝试进行T管旁

腹壁皮肤“双半环线首尾打结”法以加强T
 

管固定的

可靠性研究,取得了相当满意的临床效果,并对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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