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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治疗严重烧伤后小肠黏膜损害 26例 

王玉莲 何世满 高志刚 张宏伟 陈蕾 

临床资料 ：选择笔者单位 l999年 l2月一2001年 2月收 

治的 26例严重烧 伤患 者，患 者均 未合并 胸、腹部 损伤 ；伤前 

无 胃肠道炎症 、溃疡 和(或 )代谢性 疾病 ；未长 期应用糖 皮质 

激素 ；无恶性肿瘤 病史 ；非 妊娠期。将其随机分 为：谷氨酰胺 

组 l4例 ，对照组 l2例。另选 20例符 合上述标 准的健康 成年 

查体者作为正常对照组。3组受试对象一般情况相似(P > 

0．05)，见表 l。 

表 l 两组患者及正常对照组的一般情况(x±s) 

组别 例数 

注：“一 ”表不无此项 

治疗 方法及检测指标 ：谷氨 酰胺组 患者 于伤后 3 d内口 

服麦滋林颗粒(含质量分数 99％谷氨 酰胺 ，日本寿制 药株式 

会社 )0．3 g‘kg～ ·d～，共 2l d。对照组患者则 以温开水代 

替 ，给予方式同上。两组患者的早期治疗 及创面处理按 常规 

进行。于用药后第 1、7、l4、2l天晨空 腹抽静脉 血 6 ml并分 

离血清 ，检测二胺氧化酶 (DAO)、内毒素／脂 多糖 (LPS)及肿 

瘤坏死因子(TNF)d水 平 。另抽取 正常 对照组 成 人的 静脉 

血 ，检测上述指标 。 

统计学 处理 ：数据 以 x±s表示 ，采用 SPSS 10．0统 计软 

件 ，多样本间 比较用方差分析 ，两样本 比较用 t检验 。 

结 果 ：谷氨酰胺组 、对照组用药后 l、7、14 d DAO水平高 

于正常对照组(P <0．01)；谷氨酰胺组 、对照组用 药后各时 

相点 LPS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 <0．01)；对照组 、谷氨 

酰胺 组 用 药 后 2l d TNF—d水 平 接 近 正 常 对 照 组 (P > 

0．05)。见表 2。 

讨 论 烧伤 后肠道损 害在应激 、缺血 缺氧再灌 注损 害以 

及炎症介质 引发 的全身损 害 中起 重要 作用 ⋯ 。维 护烧 伤患 

者肠黏膜屏 障功能 ，减轻肠道损害是 治疗的关键 之一 。DAO 

是人类 和动物肠 黏膜 上层 绒毛细 胞胞 浆 中具有高 度活性 的 

细胞 内酶 ，它在外周血 中活性 稳定 ，是 反映肠 黏膜 细胞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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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和完整性 的血浆标 志物 ，通过 测定 其在外 周血 中的水 平 ， 

能获 知肠 黏膜 的变化 。徐鹏远等 提 出，创伤状态下外周 

静脉 血 LPS是否增高 主要取决 于肠黏膜受损 情况 ，烧 伤患者 

LPS水平增高 均考 虑 为应 激 肠 黏膜 损 伤 、肠 道 LPS移 位所 

致。 

近年来 ，关 于烧伤后早期肠道 营养 和谷氨酰 胺对维护肠 

黏膜屏 障功能的作用 已引 起人们 的重 视。肠黏 膜细 胞利用 

谷氨 酰胺 作为主要能量 物质。正常生理状 态下 ，肠黏膜所需 

谷氨 酰胺来源 于体内合 成 ，而在烧 (创 )伤等情况下机体对其 

的消耗 大大增 加，机 体的合 成远 不能 满足需 要 ，出现 谷氨酰 

胺缺乏 ，这将损害肠黏膜的完整结 构 。有报 道称谷 氨酰胺 

二肽 用量 可达 40 g／d 。彭曦等 的研究结果表 明．IZI服谷 

氨酰胺 的剂量 为 0．5 g·kg～ ·d～。有 报道提示 ，经 肠外给 

予谷氨酰胺能 下调 内毒 素血症动物的 TNF— 、白细胞介素 lB 

水平 。本研究 观 察 到谷 氨 酰胺 组 患者 用 药后 14 d血清 

DAO、LPS水平虽有所下降 ，但仍 未达 到正常水平 ，因此考虑 

可能 与谷氨酰胺 用量偏 低有 关。有关 谷氨 酰胺 的恰 当剂量 

尚待进 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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