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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术，对预防呼吸功能障碍以及减少 MODS的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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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必净注射液对严重烧伤患者重要脏器功能的保护作用 

孙建平 张庆洋 王永军 梁钢 

笔者对 2005年 1O月一2008年 4月本单位收治的 58例 

重度以上烧伤患者，早期应用血 必净注射液进 行治疗 ，观察 

并探讨其临床疗效。 

l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 58例重度 以上烧伤患者 分为治疗 组和对 照组 ，每组 

29例。治疗组患者男 27例 、女 2例 ，年龄 (37±11)岁 ，烧 伤 

总面积 (53±38)％ 、Ⅲ度 (12±15)％TBSA；对照 组患者 男 

27例、女2例 ，年龄(40±14)岁，烧伤总面积(50±20)％、Ⅲ 

度 (13±19)％TBSA。2组 以上 资料 比较 ，差 异均无 统计 学 

意义(P >0．05)。所有患者均知情并同意参 与本研究 。 

1．2 治疗方法及标本采集 

2组患者入院后均按 常规治疗 。治疗组 患者 于人院 当 

日或次 日开始静脉滴 注血 必净注 射液 (天津 红 日药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批号 为 050503、050802、060206、060926、070410、 

071108)，特重度烧伤患者 150 mL／次 、重度烧伤患者 100 

mL／次 ，加入 100 mL等渗盐水 中，2次／d，疗程 7 d。对照组 

输入等体积等渗盐水。分别于注射前及注射后 3、7 d晨 6 

时测量患者体温、心率、呼吸，并抽取空腹静脉血保存待测。 

采血当天行血常规 、血生化检查。LPS标本在 1个月内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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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检测指标 

1．3．1 血常规、血生化的检测 分别采用美国 Beckman 

公 司的 LH750型血细胞分析仪及 日本 Olympus公司 的 2700 

型生化分析仪测定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 

1．3．2 C反应蛋 白(CRP)的检测 采用美国 Beckman公 

司的 Array360型蛋白分析仪及试剂 ，用速率 比浊法测定 。 

I．3．3 LPS的检测 采用北京金山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 MB一80型微生物 快速 动态监 测系统 及试剂 ，用 动态浊 度 

法测定。 

1．4 统 计学处理 

数据以 ±s表示，采用 SPSS 10．0统计软件行 t检验。 

2 结果 

2．1 生命体征及血常规变化情况 

2组患者生命体征及血 常规变化情况见表 1。 

2．2 患者心 、肝 、肾功 能指标 的变化 

2组患者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肌酸激酶、肌 

酐、总胆红素等变化情况见表 2。 

2．3 2组患者血浆 LPS及 CRP水平 的变化 

治疗组注射后 3 d血浆 LPS水平较对照组降低(P < 

0．05)，注 射后 3、7d治疗 组 CRP值 明 显低 于 对 照组 (P< 

表 1 2组患者生命体征及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s)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l；与本组注射前比较， P<0．05， P<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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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组 患者 心 、肝 、肾功能指标 比较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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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LT为丙氨酸转氨酶 ，AST为天冬氨酸转 氨酶，TBIL为总胆红素 ，CK为肌酸激酶 ，CK．MB为心肌型肌酸激酶 同工酶 ，HBDH为 一羟 丁酸 

脱氢酶；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与本组注射前比较， P<0．05，。P<0．01 

0．01)。见表 3。 

表 3 2组患者 C反应蛋 白、LPS水平 比较 (x±S) 

注 ：C反应蛋 白数据样本数为 29，其正常值为 0～10 mg／L；LPS数 

据样本数为 l5，其正常值小于 10 pg／mL；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 <0．0l；与本组注射前 比较 ， P <0．05， P <0．0l 

3 讨 论 

严重烧伤后 发生 失控 性炎 性 反应 ，与缺 血缺 氧互 相 关 

联 ，是导致烧伤后早期脏器损害 的重要原 因⋯。严重时可发 

展为 MODS甚至 MOF，已成 为烧 伤患 者死 亡 的主要 原 因之 

一  
。 

。 尽管确切机制仍未完全明了，但缺血缺氧、再灌注损 

伤 、内毒 素 、失控性 炎性反 应等 因素越 来越 受到关 注 。血 

必净注射液 由赤芍 、川I芎 等 5味 中药组成 ，具 有对抗 细 菌毒 

素 、降低 内毒素水平 、调 节免疫及 炎性 介质 、改 善微循 环 、保 

护血管 内皮细胞 的作 用 。对 内毒 素诱 发的脓 毒症 大 鼠组 织 

及 内皮损 伤具 有明显保 护作用 ，可 防治 MODS ，明显 降低 

严重烧伤 延 迟 复 苏 大 鼠 的死 亡 率 ，具 有较 好 的 临 床 疗 

效 J，但在严 重 烧伤 患者 中的应用 报道 尚不 多 见 。笔者对 

重度 以上烧伤患者早期 应用血必 净注射 液的效果 进行 了观 

察 。结果 显示 ，严重烧伤患者早期重要脏器功 能都 出现了较 

明显 的异 常变化 ，血浆 LPS水平在伤后 即明显升高 。应用血 

必净 注射液后 3 d，血浆 LPS水平较对 照组 降低 ，反映机体应 

激 、炎性反应程 度的 CRP水 平亦 明显 下降。用药 后 7 d，患 

者生命体征 和重要 脏器 功能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未见 

明显不 良反应 。说 明血必净 注射 液可 减轻过 度炎 性反应 对 

机体各脏器功 能的损害 ，并能保 护血管 内皮 细胞 ，改善微 循 

环 ，使 已受损 的组织脏器得到修复 ，保 护脏器功能 ，在烧 伤临 

床治疗 中具有 良好 的应 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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