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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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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胸部外伤患者

早期感染的预测价值$方法
!

将该院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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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胸部外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其是否发生早期感染分为

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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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两组患者均于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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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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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外伤患者入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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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早期感染诊断具有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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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外伤是临床常见急症#由交通事故&摔倒&锐

器伤等引起#容易引发多种并发症#感染是其常见并

发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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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宜指标对胸部外伤患者早期感

染进行预测#可有效防治感染#改善预后%相关研究

指出#胸部外伤患者早期会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

R̂*R

+#对机体多器官和组织均有影响#还会使全身

感染可能性增高#甚至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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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患者死亡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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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是胸

部外伤患者感染发生显著表现#相关炎症指标可反映

患者病情变化%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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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的重要监测指标之一#在非颅脑外伤评估中亦有重

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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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诊断胸部外伤患者早期感染#本研

究对胸部外伤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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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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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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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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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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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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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本

院收治的胸部外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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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根据是否发生早期感

染分为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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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无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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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感染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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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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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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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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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胸外伤原因!交通事故
!;

例#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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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跌倒
<

例#锐

器伤
%

例%无感染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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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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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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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胸外伤原因!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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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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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跌倒
:

例#锐器伤
:

例%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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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胸部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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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至入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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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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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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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组患者符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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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配合%排除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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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实质性脏器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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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免疫系

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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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恶性肿瘤%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胸外伤原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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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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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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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均于入院
!

周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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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分#评估内容包括脉搏&体温&呼吸&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血氧饱和度&血糖&平均动脉压&意识等%并于

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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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测定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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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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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血细胞计数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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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将静脉血离心后

分离血清和血浆#检测仪器为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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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通过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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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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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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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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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无感染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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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社会交通和建筑事业的发展#胸部外

伤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包括胸壁挫伤&胸骨骨折&气

胸&血胸&肺损伤&气管损伤等'

<

(

%因胸外伤病情多较

危急#患者机体免疫功能降低#容易发生感染'

'

(

%感

染会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李扬等'

T

(研究显

示#胸外伤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感染性休克%

因此#尽早发现胸部外伤患者早期感染情况#并予以

治疗#对降低患者死亡风险&改善其预后具有重要作

用%

R̂*R

是机体对多种因素造成的损伤而产生的全

身性非特异性炎性反应#最终造成炎性反应失控的一

类临床反应#也是
PQ6R

发生的重要病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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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

示#对于胸部外伤较为严重的患者#其
R̂*R

发生可能

性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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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常采用
R̂*R

评分对患者机体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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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情况进行评估#但评估内容并不全面#导致结果

有一定的误差%

3RR

评分是在原有
R̂*R

评分基础上

进行修正的#增加了多种评估指标*如血糖&意识状态

等+#完善了原有内容%本研究将
T:

例胸部外伤患者

根据其是否发生早期感染分为感染组和无感染组#比

较其入院后
3RR

评分#结果显示感染组
3RR

评分显

著高于无感染组*

E

$

&$&;

+#与
5QXU8PÛU*

等'

!!

(

研究相符#提示对胸部外伤患者进行
3RR

评分#可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早期感染情况%姜克文等'

!"

(研

究表示#

3RR

评分
$

'$;

分表示病情转归#

&

'$;

分表

示存在感染症状#与本研究评估结果相符%

外周血
_0)

是临床判断感染的重要指标#但因

胸外伤发生主要与交通事故&坠落&摔倒等强烈机械

作用有关#早期患者会出现一系列应激反应#包括呼

吸&脉搏&血压&

_0)

等异常改变#故而单纯通过

_0)

来判断患者是否发生感染#准确性不高%本研

究分析感染组和无感染组入院后
_0)

水平#结果显

示分析其变化情况#两组入院后
_0)

水平均超过正

常水平#经过对应治疗#两组
_0)

水平呈下降趋势#

且无感染组
_0)

水平后期趋于稳定#在正常范围内%

但感染组入院
'O

后又开始升高#且在
!&O

时处于峰

值#到
!%O

时水平下降#提示胸部外伤后患者会发生

应激反应#且随着治疗而逐渐减轻#而机体发生早期

感染时#

_0)

水平会再次升高#且有较大波动%但该

变化出现时间较迟#不利于及早鉴别早期感染发生%

)*(

是机体感染或组织损伤时血浆中水平急剧上升

的一类急性蛋白#属于非特异性炎症指标#其水平可

随着组织恢复和炎症消退而下降至正常水平#是临床

诊断急性感染的重要指标#也是进行抗感染治疗和预

后评估的重点关注对象%

R!&&

!

是主要表达于神经系

统的一种蛋白#其来源除胶质细胞分泌外#还可由脂

肪细胞&软骨细胞&动脉平滑肌细胞等分泌#且其血清

水平与体内多种炎症因子有关%孙宝迪等'

;

(研究指

出#非颅脑损伤会使患者血清
R!&&

!

水平升高#并且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也会影响其水平%本研究结果显

示#感染组患者入院
!

&

#

&

'O

血浆
)*(

和血清
R!&&

!

水平均高于无感染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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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感染组患者血

浆
)*(

和血清
R!&&

!

水平均处于正常范围内#表明

胸部外伤患者发生早期感染时#血浆
)*(

和血清

R!&&

!

水平变化趋势较为明显#且入院
!O

便有显著

变化#可快速且有效显示患者早期感染的发生&发展%

对比两组患者
_0)

变化情况#血浆
)*(

和血清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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