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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巴胺依赖现象。因本研究病例数不多，可能存在 
一 些偏差，但已经显示联合使用生脉注射液和参附注 

射液可防止出现 AMI后低血压及多巴胺依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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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颅脑外伤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及预后估计通常是借助临床表现及结合 

头部放射形态学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 

价。我们通过检测颅脑外伤患者血清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T。)水平，旨在探讨血 

清 T。水平变化是否能成为对患者病情 

及预后判断的量化指标。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2002年 1月一2O06年 

12月本院急诊救治的颅脑外伤患者共 

1O8例，其中男 8O例，女 28例；平均年 

龄 (35．79±9．1 6)岁；分型 ：特 重型 

9例，重型46例，中型 25例，轻型 28例。 

1．2 检测方法：在救治患者的同时由肘 

静脉取血标本 2 ml，37℃温箱中静置 

1 h，2 200×g离心 5 rain，取血 清 ，用 放 

射免疫法检测 T。水平。 

1．3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z土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用 t检验，率 

比较用 X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1．4 结果：表 1结果显示，患者颅脑损 

伤的程度越重，血清 T。水平越低，病死 

率越高(P均<0．01)。 

2 讨 论 

研究发现，应激状态下(如外伤)机 

体出现 T。水平明显改变，表现为低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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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8例患者血清T 水平及死亡情况 

注 ：与中型比较 ； 尸<o．o1 

综合征，而且持续的低T。综合征提示预 

后不良 。本组结果也提示 ，血清 T。水 

平变化与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 

关，伤情越重，血清 T。水平下降的可能 

性和程度越大，病死率也越高 “ 。分析 

其机制，可能为颅脑受伤致脑部功能受 

损，导致调控 T。的丘脑一垂体轴功能紊 

乱；同时颅脑损伤患者大多存在不同程 

度的酸碱平衡紊乱而直接影响T。代谢； 

另外，应激状态下体内肾上腺素分泌增 

加，可抑制甲状腺素(T )向 T。转化，使 

T。处于低水平状态 ；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血皮质醇、胰高血糖素和 口一内啡肽等 

物质浓度增高，这类物质可抑制 T T 

的分泌，加剧血清中 T。水平的下降 。 

尽管 T。水平与颅脑损伤的严重程 

度及预后有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 

颅脑损伤的死亡原因就是因为 T。降低． 

血清 T。水平降低只是反映了颅脑损伤 

程度与机体体液因素变化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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