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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严重程度烧伤患者血清胆碱酯酶活性变化 

刘利平 张元海 蒋瑞明 叶春 江 倪 良方 

1 对 象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笔者 单位 2008年 9月一2O10年 8月 收治 74例 中度 及 

其以上严重程度 烧伤患者，其 中男 63例 、女 11例 ，年 龄 

(36±14)岁，均为伤后 24 h内入院且排除伤前有慢性肝病、 

曾接触有机磷 、严重感染、肝脏创伤等疾病或情况。按照病 

情严重程度将 患者分为：中度烧伤组 25例 ，烧伤 总面积 

(18．1±2．3)％，其中Ⅲ度(5．0±2．8)％TBSA；重度烧伤组 

24例，烧伤总面积(36．6±6．5)％ ，其中Ⅲ度面积为(12．1± 

6．3)％TBSA；特重度烧伤组 25例，烧 伤总面积为 (71．7± 

9．3)％，其中Ⅲ度(42．7±10．6)％TBSA。3组患者年龄、性 

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值、 值 分别 为 1．962、 

1．426，P值均大于0．05)。 

1．2 治疗方法及检 测指标 

3组患者人院后行常规液体复苏，静脉滴注头孢呋辛 + 

磺苄西林预防感染，休克期尿量维持在 50～100 mL／h，休克 

期度过较平稳。3组患者在伤后 2～5 d行切削痂 +异体皮 

移植术，术后均给予补液、防治感染、保护脏器功能等治疗 ， 

并依据第三军医大学公式计算营养需求补充营养。 

观察患者一般情况。于伤后 1、7、14、21、28、35 d及创面 

基本愈合时，分别采集患者静脉血 5 mL，分离血清并用动态 

法测定血清胆碱酯酶活性，所使用的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购 自 

瑞士 Roche公 司。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数据以x±S表示 ，采用 SPSS 11．0统计软件进 

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数据行 检验。 

2 结果 

3组患者均治愈出院。除特重度烧伤组 11例患者并发 

脓毒症经治疗好转外，其他患者未出现严重并发症。3组患 

者伤后血清胆碱酯酶活性均呈先下降后升高趋势，尤以特重 

度烧伤组为甚 ，并随创面愈合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见表 1。 

· 短 篇 论 著 · 

3 讨 论 

血清胆碱酯酶是由肝脏合成的水解酶，是肝脏病变后惟 

一

水平下降的酶，在肝脏实质病变中可作为肝功能损害的灵 

敏指标。巴立等⋯曾报道，严重创伤早期血清胆碱酯酶可作 

为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判断指标。本研究统计分析 74例 

中度及其以上严重程度烧伤患者血清胆碱酯酶活性的变化 

情况，可知伤后初期该酶活性均呈下降趋势，降幅与病情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即烧伤总面积越大、Ⅲ度面积越大，降幅越 

大(尤其是并发脓毒症时)且持续时间越长、恢复缓慢。特重 

度烧伤组中并发严重脓毒症的患者血清胆碱酯酶活性持续 

偏低 ，直至病情好转 、创面大部分愈合后才恢复至正常水平。 

因此烧伤后血清胆碱酯酶活性及其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能较 准确 、灵敏地反 映病 情的严重程度及变化 。 

烧伤后血清胆碱酯酶活性下降的原因可能为：(1)包括 

肝脏在内的腹腔脏器发生缺血缺氧性损害，肝组织丙二醛含 

量增多，ATP水平显著下降；烧伤毒素的吸收，大量炎症介质 

的释放等。这些因素均在肝脏损害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 

用，最终导致肝脏器质性损伤 ，肝脏合成功能受抑制，血清胆 

碱酯酶合成减少 。(2)创伤后 的高分解代谢，致使用于合 

成包括胆碱酯酶在内的酶的蛋白消耗增加，蛋白质糖异生作 

用增加，机体较长时间处于负氮平衡 ，血液中氨基酸等蛋 白 

质合成底物不足 ，肝脏合成胆碱酯酶减少。 

综上所述 ，在重度及其以上严重程度烧伤患者的治疗过 

程中，尽可能保护肝脏功能，供给机体足够能量，可能有助于 

改善胆碱酯酶的合成。具体的针对性治疗措施 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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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组 烧伤患者血清胆碱酯酶 活性 变化比较(U／L，x±s) 

注：血清胆碱酯酶活性正常值为5000～12 000 U／L；与中度烧伤组比较， P<0．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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