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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治疗 12～23 d后血肌红蛋 白恢复正 

常，尿量逐渐增加进入多尿期。同时使用 

CVVHDF治疗能更有效地清除小分子 

毒素，明显降低血 BUN，SCr，纠正高血 

K 、酸中毒等高分解代谢状态。 

我们认为 RM 治疗的关键在于纠 

正低血容量及其可能造成肾脏缺血的病 

因，增加肌红蛋白从血循环及肾脏的清 

除。发生尿量减少前大剂量使用碳酸氢 

钠碱化尿液 。维持尿 pH7．0～8．0，促进 

肌 红 蛋 白的 滤 过，肪 止 沉 积 在 肾 小 

管 “ 。如有条件建议早期行 CRRT治 

疗及时清除肌红蛋白，一旦发生 ARF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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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cRRT治疗，同时继续使用大剂量 

碳酸氢钠碱化尿液，促进肾小管内肌红 

蛋白溶解，注意营养支持治疗和预防感 

染，cRRT治疗过程中患者心血管稳定， 

无明显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因此，对不明 

原因ARF患者要注意横纹肌溶解发生 

的可 能，及时检 测 血、尿肌 红 蛋 白和 

CPK，有助于早期诊断及判定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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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后出血诱发急性肺损伤时肺泡巨噬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的作用 

急性肺损伤(AL1)的特征表现为多形核白细胞(PMN)在肺内的趋化和聚集。PMN趋化过程由单核细胞、PMN以及肺 内 

巨噬细胞产生的趋化因子，如巨噬细胞炎症蛋白一2(MIP一2)、枯否细胞(KC)等诱导。与 PMN相比，对肺内巨噬细胞在 ALl 

中的相关作用了解甚少。美国研究人员设想如减少外周血PMN的数量或造成 PMN趋化因子信号缺失，可能减轻大鼠失血后 

脓毒症过程中的炎症反应和 ALl。为了验证这一设想，研究者将大鼠分为两组，一组预先给予 500 g Grl抗体造成 PMN缺 

失；另一组采用成熟巨噬细胞(B6C3Fe—a／a—CsFlop)缺陷鼠，两组动物先造成失血性休克，持续 90 rain，失血后 24 h通过盲 

肠结扎穿孔(CLP)法引起脓毒症，24 h后处死动物获得肺组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外周血 PMN或组织成熟巨噬细胞的缺失 

均可降低失血／CLP鼠肺组织白细胞介素一6(IL一6)、KC、MIP一2水平 ，减少 PMN趋化入肺组织，从而减轻肺损伤。两组相 

比，巨噬细胞缺陷的失血／CLP鼠中肺组织 IL一1O和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a)水平显著降低。因此研究者认为，PMN和巨 

噬细胞共同参与炎症的诱发，但 IL一10释放调节是巨噬细胞而非 PMN，且此调节不依赖于局部组织 TNF—a含量的变化 。 

郝波，编译自《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2005—09—09(ajplung．physiology．org)；胡森，审校 

脓毒性休克患者血浆皮质醇变化与住院时间的关系 

最近 ，以色列科研人员完成了一项评价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患者肾上腺功能的临床研究。研究纳入了34例入住重症 

监护治疗病房(ICU)的脓毒症患者，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观察入 ICU第 1、2、28 d或者出院或死亡前(<28 d)时不给予或给 

予大剂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刺激后的皮质醇水平变化。结果显示：8例患者第 1 d和 2 d出现了肾上腺皮质功能不 

全，即在无刺激条件下皮质醇含量低于 414 mol／L。第 1 d无刺激条件下皮质醇水平低于 4l4 mol／L或降低 248．4 mol／L的患 

者住 ICU及住院时间均较其他患者长。回归分析表明，第 1 d无 ACTH刺激条件下皮质醇水平与住 ICU时间呈明显负相关。 

研究者还提出一个新指标，即非 ACTH刺激和 ACTH刺激后的皮质醇比值变化(△ )，A 值越高，患者住 ICU和住院时间 

就越长 他们认为：目前的研究只强调脓毒症患者皮质醇水平差异很大，而本研究发现了 28 d存活者和死亡者在皮质醇反应 

模式上的根本差异。非ACTH刺激和 ACTH刺激后 △ 的变化可作为一个新指标用于评估患者间皮质醇水平的相对差异。 

郝波，编译自((Intensive Care Med》，2005一O9—07(dx．doi．org)；胡森，审校 

自主功能障碍预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病死率 

最近，英国和德国一项研究表明自主功能障碍可能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发展的机制之一。这项前瞻性研究 

包括：①重症 MODS患者 自主功能障碍 的种类；②接受镇静剂、机械通气以及儿茶 酚胺治疗患者 自主功能障碍的区别； 

③MODS患者发生自主功能障碍的年龄相关性；④能否通过 自主功能障碍指标预测 MODS病死率。研究纳入了在一个大学医 

院 ICU连续收入的 9O例 MODS患者。以心率变异性、压力感受器敏感性 、化学感受器敏感性作为自主功能障碍的标志，并记 

录患者28 d内病死率。结果发现，压力感受器、化学感受器敏感性和几乎所有心率变异性指标均较正常值降低。上述指标与镇 

静剂JL茶酚胺治疗间无相关性 ，大部分指标与机械通气亦无相关性 ，只有压力感受器敏感性指标与年龄存在相关性。自主功 

能障碍指标之一——甚低频的 自然对数值(1nVLF)能较好预测整体研究人群以及心源性 MODS亚人群的 28 d病死率。研究 

者认为，MODS患者出现自主功能不全，且其功能指标的变化对病死率有预测意义，在 MODS患者，自主功能的年龄相关性 

表现不明显。 

郝波，编译 自((Crit Care Med》，2005，33：1994—2002；周国勇，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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