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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究机体烧伤感染后免疫因子的水平变化暎方法暋选取棽棸棻棾年棿月至棽棸棻棿年棽月我院收

治的棽棸棸例烧伤患者棳分别于烧伤后第棾暍椃暍棻棿天检测观察外周血补体斆棾暍斏斕灢棻棸水平并进行比较暎结果暋随着

时间的推移棳患者创面感染率升高椈烧伤后患者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的水平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椈感染患者体

内的补体斆棾水平均高于未感染患者椈烧伤后脓毒血症患者机体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水平均高于单独创面感染患者暎

结论暋烧伤后感染可影响患者血清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水平的改变棳可通过对相应免疫因子水平的调节进行治疗以

维持患者体内免疫反应平衡棳防止感染加重暎

关键词暋烧伤椈感染椈免疫因子椈脓毒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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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烧 伤 在 临 床 中 较 为 常 见 暎 其 烧 伤 患 者 一 般 都

会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皮 肤 黏 膜 损 伤 棳使 人 体 免 疫 系 统

的 第 一 道 屏 障 遭 到 破 坏 椲棻椵暎 由 此 可 导 致 患 者 机 体

免 疫 系 统 反 应 的 紊 乱 棳并 刺 激 机 体 发 生 免 疫 应 激 反

应 棳严 重 的 可 导 致 患 者 出 现 全 身 性 炎 症 反 应 棳死 亡

率 极 高 椲棽椵暎 机 体 烧 伤 感 染 后 血 清 中 的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会 发 生 改 变 棳以 调 节 机 体 的 免 疫 反 应 棳但 当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过 度 地 降 低 或 升 高 棳则 有 可 能 导 致 机 体 免

疫 系 统 失 衡 棳引 发 严 重 的 并 发 症 椲棾椵暎 因 此 棳探 究 机

体 烧 伤 感 染 后 血 清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的 变 化 对 机 体 感

染 情 况 有 预 警 作 用 暎 本 文 通 过 分 析 棽棸棸 例 烧 伤 患

者 的 临 床 资 料 棳探 索 机 体 烧 伤 感 染 后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的 变 化 棳现 将 结 果 报 道 如 下 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一般资料

选 取 棽棸棻棾 年 棿 月 至 棽棸棻棿 年 棽 月 我 院 收 治 的

棽棸棸 例 烧 伤 患 者 棳均 为 中 重 度 烧 伤 棳其 中 男 性 棻棾椄

例 棳女 性 椂棽 例 棳年 龄 棽棻暙椀椃 岁 棳平 均 年 龄 棬棾椆棶棽棾暲

椂棶棽棾棭岁 棳平 均 住 院 时 间 棬棽棿棶棽椀暲椂棶椃椄棭斾暎 所 有 烧

伤 后 并 发 感 染 的 患 者 均 由 我 院 烧 伤 科 医 生 根 据 暥烧

伤 感 染 的 诊 断 标 准 与 治 疗 指 南 棬棽棸棻棽 版 棭暦进 行 确

诊 椲棿椵暎 排 除 具 有 严 重 肝 肾 功 能 障 碍 暍免 疫 系 统 疾

病 暍血 液 系 统 疾 病 及 恶 性 肿 瘤 等 的 患 者 暎

椄椂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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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棶棽暋方法

分 别 于 烧 伤 后 第 棾暍椃暍棻棿 天 采 集 患 者 外 周 血

棽旐旍棳置 于 干 燥 的 抗 凝 带 塞 离 心 管 中 棳以 棾棸棸棸

旘棷旐旈旑 的 速 度 离 心 棻棸旐旈旑棳取 上 清 液 保 存 于 棴椃棸曘斆

的 冰 箱 中 暎 采 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法 棬斉斕斏斢斄 法 棭检 测

血 清 补 体 斆棾 和 斏斕灢棻棸 的 水 平 暎

棻棶棾暋统计学方法

应 用 斢斝斢斢棻椀棶棸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暎

棽暋结果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棳患 者 创 面 感 染 率 升 高 棳至 第

棻棿 天 时 棽棸棸 例 烧 伤 患 者 中 发 生 感 染 椃棽 例 棳其 中 单

纯 创 面 感 染 棿椄 例 棳脓 毒 血 症 棽棿 例 暎

棽灡棻暋烧伤患者血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的水平的动态

变化

烧 伤 患 者 血 补 体 斆棾 和 斏斕灢棻棸 水 平 均 呈 现 先 上

升 后 下 降 的 变 化 暎 采 用 方 差 分 析 棳 值 分 别 为

棽椆棽棶椃棾暍椂椀棶棾棽棿椈 值 均 椉棸灡棸棻暎 见 图 棻暎

图棻暋烧伤后不同时期烧伤患者血补体斆棾和

斏斕灢棻棸的水平变化

棽灡棽暋烧伤感染与未感染患者血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

的水平比较

烧 伤 后 不 同 时 期 感 染 患 者 血 补 体 斆棾 水 平 均

高 于 未 感 染 者 棬 值 分 别 为 棻棽棶椃椀暍棻椃棶棾棻棻暍棻椃棶棸椃椄棳

值 均 椉棸棶棸棸棻棭椈斏斕灢棻棸 无 明 显 变 化 棬 值 分 别 为 棻棶

棿棻棻暍棻棶椆棾棿暍棸棶棽椄椂棳 值 均 椌棸灡棸椀棭暎 见 图 棽暎

棽灡棾暋烧伤单纯创面感染患者与脓毒血症患者血补

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的水平动态变化

烧 伤 后 脓 毒 血 症 患 者 血 补 体 斆棾棬 值 分 别 为

棾棶棻椃椃暍椃棶棿椂棳 值 均 椉棸棶棸棸棻棭和 斏斕灢棻棸 水 平 均 高 于

单 纯 创 面 感 染 者 棬 值 分 别 为 椄棶椀棾椃暍棻椂棶棻棳 值 均

椉棸棶棸棸棻棭暎 见 图 棾暎

图棽暋烧伤感染与未感染患者

血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的水平动态变化

图棾暋烧伤单纯创面感染与脓毒血症患者

血补体斆棾和斏斕灢棻棸的水平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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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暋讨论

烧 伤 对 人 体 的 损 伤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皮 肤 的 损 害 棳

还 表 现 为 机 体 一 系 列 免 疫 反 应 的 紊 乱 和 应 激 反 应

的 发 生 椲椀椵暎 烧 伤 患 者 容 易 并 发 感 染 棳这 更 不 利 于 机

体 免 疫 系 统 的 平 衡 棳严 重 的 可 引 发 全 身 性 炎 症 反

应 棳导 致 全 身 多 器 官 衰 竭 棳最 终 威 胁 患 者 生 命 椲椂椵暎

因 此 棳研 究 烧 伤 患 者 的 感 染 情 况 以 及 感 染 后 机 体 血

清 中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的 变 化 具 有 重 要 的 临 床 意 义 暎

目 前 临 床 治 疗 烧 伤 的 原 则 主 要 为 早 期 清 创 和

应 用 抗 生 素 棳以 预 防 烧 伤 后 感 染 暎 但 是 研 究 显 示 随

着 烧 伤 后 时 间 的 推 移 棳患 者 烧 伤 创 面 开 始 出 现 含 有

大 量 蛋 白 的 渗 液 椲椃椵暎 这 些 渗 液 为 细 菌 的 生 长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条 件 暎 在 治 疗 过 程 中 的 侵 入 性 操 作 未 能

严 格 遵 守 无 菌 原 则 也 大 大 增 加 了 细 菌 的 定 植 率 椲椄椵暎

细 菌 在 患 者 烧 伤 创 面 繁 殖 并 释 放 大 量 毒 素 入 血 棳严

重 者 可 造 成 脓 毒 血 症 暎 本 文 棽棸棸 例 烧 伤 患 者 随 着

时 间 延 长 感 染 率 逐 渐 上 升 暎

国 内 外 有 相 关 研 究 对 烧 伤 患 者 感 染 后 体 内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变 化 的 报 道 棳但 结 论 不 一 暎 本 文 主 要 是

检 测 烧 伤 感 染 患 者 后 血 补 体 斆棾 和 斏斕灢棻棸 的 变 化 暎

补 体 斆棾 是 血 清 中 含 量 最 高 的 补 体 成 分 棳在 补 体 经

典 激 活 途 径 和 旁 路 激 活 途 径 中 均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棳具

有 重 要 的 免 疫 调 节 作 用 椲椆椵暎 本 文 通 过 分 别 测 定 患

者 烧 伤 后 第 棾暍椃暍棻棿 天 的 血 清 补 体 斆棾 水 平 棳可 以

看 出 患 者 烧 伤 后 体 内 补 体 斆棾 水 平 均 呈 现 先 上 升

后 下 降 的 变 化 棳有 感 染 患 者 补 体 斆棾 水 平 高 于 未 感

染 患 者 暎 补 体 斆棾 和 斏斕灢棻棸 的 水 平 检 测 显 示 脓 毒 血

症 患 者 补 体 斆棾 水 平 均 高 于 单 纯 创 面 感 染 者 棳表 明

血 清 补 体 斆棾 水 平 可 作 为 烧 伤 患 者 感 染 的 预 测 指

标 棳并 对 患 者 病 情 的 评 估 具 有 一 定 意 义 暎斏斕灢棻棸 是

免 疫 系 统 中 重 要 的 抑 炎 因 子 棳其 在 血 清 中 水 平 升 高

可 对 抗 促 炎 因 子 棳抑 制 机 体 过 度 的 炎 症 反 应 棳有 利

于 维 持 免 疫 反 应 的 平 衡 椲棻棸椵暎 但 当 斏斕灢棻棸 过 度 升 高

时 棳则 会 使 体 内 炎 症 反 应 过 度 被 抑 制 导 致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下 降 棳可 使 患 者 病 情 加 重 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烧 伤

患 者 斏斕灢棻棸 呈 现 先 上 升 后 下 降 的 变 化 棳感 染 与 未 感

染 两 组 患 者 间 斏斕灢棻棸 水 平 组 间 比 较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棳

但 脓 毒 血 症 患 者 斏斕灢棻棸 的 水 平 高 于 单 纯 创 面 感 染

患 者 暎 表 明 血 清 斏斕灢棻棸 水 平 与 患 者 烧 伤 后 感 染 的

严 重 程 度 有 关 棳可 通 过 监 测 患 棳者 体 内 斏斕灢棻棸 的 水

平 对 患 者 病 情 做 出 评 估 和 预 测 棳并 可 给 予 相 应 的 免

疫 调 节 治 疗 棳以 预 防 患 者 烧 伤 后 感 染 加 重 棳提 高 治

疗 效 果 暎

综 上 所 述 棳烧 伤 后 感 染 可 影 响 患 者 血 清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的 改 变 棳可 通 过 对 相 应 免 疫 因 子 水 平 的 调 节

进 行 治 疗 以 维 持 患 者 体 内 免 疫 反 应 平 衡 棳防 止 感 染

加 重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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