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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NPY对整个心脏表现为负性肌 力作用。。 ，并呈 

剂量依赖性 ，NPY含量越高 ，损害作用越大。有研 

究结果提示 ，血浆 中 NPY含量的变化可作为判 断患 

者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指标 。 

CGRP、NPY间的平 衡失调将 导致外周 血管强 

烈收缩 、扩张冠状动脉和保护心肌的作用减弱，从而 

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烧伤后心脏功能变化的病理生理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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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计数在特重度烧伤治疗中的意义 

于连庆 魏 杰伦 刘伟侠 

笔者单位 1994--2005年共 收治特重 度烧伤 患者 85例 ， 

死亡 l9例 ，其巾有 l2例死于脓毒症 。排除 因非脓毒症 死亡 

的 7例患者 ，将余下 的 78例分成 3组 ：非脓毒症 组 6l例 ，其 

中男 28例 、女 33例 ，年龄 1～68岁 ，烧 伤 总 面 积 21％ ～ 

96％ ，11I度 3％ ～65％TBSA；脓 毒 症 治愈 组 5例 ，其 中 男 3 

例 、女 2例 ，年龄 4～40岁 ，烧 伤 总 面积 20％ ～96％ ，11I度 

10％ ～52％TBSA；脓毒症死亡组 12例 ，其巾男 7例 、女 5例 ， 

年龄 21～58岁 ，烧伤 总 面积 71％ ～98％ ，llI度 40％ ～65％ 

TBSA。笔者统计 了 3组患 者在伤后不 同时期 的血小板计 数 

(PLT)，见表 1。 

讨论 Jnl小板属 于凝 m【因子类 ，参 与机体 的免疫 反应 ， 

机体烧伤后 或受到毒素侵袭时血 小板计数会发生 变化 ，它 与 

烧伤程度 、机体受毒 素侵 袭的程 度及机体 的抗病 能力 有关 ， 

并且烧伤后 早期血小 板会 被激活 而重新 分布 。本 资料 中各 

组患者在伤后 当天 PLT均处于正常范 嗣，而伤后 3 d均有 不 

同程度的下降 ，伤后 7 d均恢 复到正 常水平 。随后 非脓毒症 

· 基 层 医 生 园 地 · 

组患者 PLT逐渐增高且 超过正常值上 限 ，病情 好转期 PLT达 

到峰值。当创面继发感染时 ，PLT会 急剧减少 ⋯。继发性 感 

染常发生在溶痂 期 ，此时的 PLT最有指导意 义。当该数 值接 

近或低于正常值时 ，患者会 逐渐 出现某 些 中毒 症状 ，可 能会 

使创面加深。经过治疗 后 ，若 PLT逐渐 升高 ，中毒 症状会 随 

之消失 ；若 PLT持续下 降，直至 80×10 ／L左右 ，患者便 表现 

出侵袭性感染的一些症 状 ；该 数值 低于 50×10 ／L以下 ，提 

示病危且预后较 差。笔者对上述 资料 进行 总结后认 为 ，PLT 

的变化与毒素对机体的侵袭程度密切相关，体现了免疫系统 

的受损 程度 ，反映了患者的抗病 能力及病情 的严重 程度 。重 

要 的是 PLT的变化 常常先于临床症状 出现 ，密切观察它 的变 

化 ，将对特重度烧伤的诊治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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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组患者伤后 不同时期的血小板计 数 (×10 ／L，x±s) 

注 ：伤后当天各组患者血小板计数均在正常值范 围(100×10 ／L一300×10 ／L)内 ；“一 ”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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