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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烧伤患者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的变化 

翁志勇 付晋凤 丁若虹 韩斌 谢正华 

促红细胞生成 素 (EPO)是一 种 由肾脏 产生 的糖蛋 白类 

激素 ．能刺激红 系细胞 增殖 、分化 及成 熟⋯ 。EPO 的生 成与 

缺氧、贫血、应激时相关激素分泌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表 明，大鼠烧 伤后 EPO水 平随烧 伤程度 的不 同而异 。 

为探讨不同程度烧伤患者血清 EPO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 

义 ．笔者进行 了如下研究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笔者 单 位 2006年 3—9月 住 院 的烧 伤 患者 3O例 

(中度 、重度及特重度烧 伤各 lO例 )为烧 伤组 ，其中男 24例 、 

女 6例，年龄 l6～68岁[(33±12)岁]，既往无血液、心脏、肿 

瘤及代谢性疾病等病史 。致伤原 因 ：火焰 烧伤 l8例 ，热液烫 

伤 l2例。烧伤总面积 20％ ～96％[(50±25)％]，其中深 

Ⅱ～Ⅲ度(25±16)％TBSA。另选取 lO名健康志愿献血者 

作为正常对照组 ，其中男8例、女 2例，年龄 2l～45岁[(32± 

4)岁 ]。 

1．2 标本采集 

分别于烧伤后 l、3、7、lO、15 d抽取烧伤 组患者空腹静脉 

血，分离血清，保存于 一2O℃冰箱内待测。同时抽取正常对 

照组静脉血待测。采血当天行血常规检查。所有标本均在6 

个月 内一次性测定血清 EPO值 】。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 ±s表示，采用 SPSS l1．5统计软件行 t检验。 

2 结果 

2．1 红细胞 (RBC)、血红蛋 白(Hb)变化情况 

烧 伤组患者 RBC和 Hb值 除伤后第 l天高于 正常对 照 

组外 ，其余各时相点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5)。见表 l。 

表 1 烧 伤组患者 RBC及 Hb值变化情况 

( ±s) 

注 ：RBC为红细胞 ，Hb为血红 蛋 白；正 常对照组 (10例 )RBC值为 

(4．2±1．7)×lO’ ／L，Hb值为(133±18)g／L；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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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清 EPO浓度的变化 

不同程度烧伤患者血清 EPO浓度在各时相点均高于正 

常对照组(P <0．叭 )。见表 2。 ． 

表 2 不同程度烧伤患者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浓度变化 

(U／L， ±s) 

注：正常对照组(10例)促红细胞生成索值为(8±3)U／L；与正常 

对照组 比较 ， P <0．Ol；与 中度和重度烧伤 比较 ， P<0．Ol 

3 讨 论 

严重烧伤后早期病理生理变化主要 以缺血缺氧为主， 

EPO基因得以表达 。伤后机体由于前列腺素 E、环磷酸腺 

苷升高以及肾血流减少，Hb的氧运输能力下降 ，导致肾脏发 

生低氧，从而促进肾 EPO mRNA表达增强，血浆 EPO升高。 

本研究观察到在伤后第 l天．尽管 RBC和 Hb高于正常，但 

实际缺血、缺氧和高应激状态已经存在，故 EPO呈立即升高 

表 现。说 明缺氧是其产 生增 多 的始发 因素 J。所 以中度 以 

上烧伤患者 ，血清 EPO在伤后 l～l5 d均升高，并且高于正 

常对照组(P<0．叭)，这是缺氧、贫血及相关体液因素综合 

影 响的结果。 

动物实验结果 显示 ，烧 伤后 EPO水 平变 化 随烧 伤程 度 

的不同而异 。本研究 中 ，中度 与重度烧 伤患者该值 无明显 

差异 ，而特重 度烧伤 病程长 、烧 伤刺激 大 、并 发症 多 ，治疗 效 

果相对差 ，其 缺血 、缺氧情况较 中 、重度烧伤 患者严重 。伤后 

第 lO天 ，特 重 度烧 伤 患 者 血 清 EPO值 升 高 较 明 显 (P < 

0．叭 )。伤后早期患 者在 各种 治疗 手段 的干预 下 ，血清 EPO 

水平的升高得以延缓和相对减轻。烧伤组的划分是依据临 

床分度标准来进行的，烧伤面积在各组之间跨度大并且分布 

不均匀 ，所以该 结 果反 映 的是 临 床分 度 和常 规治 疗 下血 清 

EPO变化 的实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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