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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预后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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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HL@.

及中文期刊数据库!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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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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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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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共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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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胰岛素强化治

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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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传统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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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异质性检验提示纳入研究具有同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漏斗图及失安全系数提示发表

偏倚对结果影响较小!合并分析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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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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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病死率!减少感染发生%

关键词"颅脑损伤#胰岛素强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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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

范围内创伤性疾病中致残率和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大大增加

了中低收入国家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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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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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表明#高血糖加剧了
>W0

患者的二级脑损伤过程#而且是患

者神经系统功能恢复差的独立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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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病患者的随机临床对照试验#结果表

明#

00>

可以明显降低危重病患者的病死率#其后许多研究也

证实了
00>

可降低危重病患者病死率(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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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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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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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

00>

并未改善患者的病死率(神经系

统功能恢复#甚至对疾病预后不利'本研究旨在探讨
00>

对

>W0

患者预后的系统评价'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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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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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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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检索文献#检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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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条件!研究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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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胰岛素强化治疗,和+颅脑损伤#重型,为关键字进行中

英文扩展#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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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中文科技期

刊$

0̀4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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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万方数据资源%

根据相关综述和临床试验分析文献#手工检索符合要求的相关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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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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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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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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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格拉斯哥昏迷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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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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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原有严重心(肺(肝(肾等系统性疾病者除

外'$

"

&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总样本数均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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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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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采用持续静脉胰岛素输注#使血糖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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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作为对照组#使血糖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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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采

用皮下胰岛素注射或静脉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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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标!病死率作为主

要预后指标#低血糖发生(

03Y

住院日(感染发生等作为次要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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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四格表基本数据或者效应量比值比$

PR

&值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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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区间$

8,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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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标准
!

历史对照研究#原始文献未设对照#研究设

计不合理$如诊断和疗效标准不规范#样本资料交代模糊不清

等&#入院时除颅脑损伤外#合并其他组织系统的严重创伤#对

于同一样本人群的资料选择样本量大的一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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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取
!

"

名研究者按资料提取表从文献中分别提

取数据#如意见相左#讨论决定'建立电子数据库#双份录入后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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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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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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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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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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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当试验结果无异质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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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绘

制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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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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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筛选结果
!

按上述方法#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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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质量评价

指南推荐的流程进行文献检索(数据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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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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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文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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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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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经阅读

题目(摘要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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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阅读全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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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最后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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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英文
#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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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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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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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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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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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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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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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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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研究均为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并且对

患者的预后有较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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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的特征
!

,

个研究提及随机分组并表明具体随

机方法#全部文献中仅
!

篇有+盲法,表述#

"

个研究有失访"退

出详细说明#

!!

个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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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发症和负性事件作了描述'

所有研究均进行了病死率的分析#对感染率研究有
&

篇文献#

对低血糖发生率(平均
03Y

住院日(多器官功能不全(机械通

气时间等均少于
,

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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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根据纳入研究的原始数据资料#对两组患

者的病死率差异进行分析#发现
8

篇文献显示了
00>

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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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病死率有差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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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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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

献提示两治疗组间无差异#即
00>

未明显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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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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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病死率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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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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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染率进行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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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进行了感染率分析#纳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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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具有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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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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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感染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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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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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病死率差异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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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偏倚及敏感性分析
!

+漏斗图,主要用于观察某个系

统评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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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是否存在偏倚#如果资料存在偏倚#

会出现不对称的漏斗图#漏斗图的不对称性主要与发表偏倚有

关'在两组患者的病死率差异的+漏斗图,分析中有一点位于

8,T30

外#+漏斗图,并不完全对称#右下角部分明显缺失$图

#

&#提示可能有发表偏倚存在#继而影响
00>

对病死率的效果

评估'失安全系数$

L

&是评估发表偏倚的定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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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按
!['$',

的失失安全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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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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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失安全系数为
!#8

#

较纳入的研究个数$

P[!#

&较大#说明发表偏倚较小#结论可靠

性较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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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感染率差异森林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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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纳入研究的发表偏倚漏斗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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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血糖升高#即使轻度的高血糖

对患者也是有害的)

"!

*

#它加剧了脑组织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加

剧了患者的二级脑损伤过程#具体机制不详#可能与血渗透压

增高(乳酸堆积(脑神经组织
G

1

值失衡(兴奋性氨基酸增加等

有关'研究表明#高血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
>W0

患者

一系列并发症的出现#如重度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神经病变

加重(死亡等)

(

*

#与其他危重病患者相比#创伤伴急性血糖升高

的患者预后更差#而胰岛素应用可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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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与传统治疗相比#

00>

可明显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和

并发症率#改善患者的预后'但也有些研究表明#强化血糖控

制降低了患者的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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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日#并可改善神经功能#但对

病死率无明显降低'他们认为脑微循环血糖水平的降低与

>W0

患者预后较差有关#强化治疗时严重低血糖发生增加了患

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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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进行系统综述分析#以评价
0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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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影响'

本次研究纳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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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中#有
(

篇文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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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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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死率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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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降低感

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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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率(神经系统预后等负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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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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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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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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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降低了负

性事件的发生'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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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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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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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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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血糖发生率(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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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日(多器官功能衰竭(机械通气时间等指标#纳入

参考文献对其分析均少于
,

篇#未进行综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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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时各研究组间存在差异#必须进行异质性检验以构建合适的模

型#本次研究各个报道的病死率进行异质性检验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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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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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原因考虑与各研究对死亡率评价时间

点不同#分别在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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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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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进行评价#一些研究未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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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评价的时间#宜进行亚组分析#但因纳入研究数量影响

亚组分析效果#遂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对纳入的
&

个文献

的感染率进行分析时#具有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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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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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时#可有偏倚的存在#主要

是发表偏倚对结果的影响较大#漏斗图是检测发表偏倚的一种

方法#对病死率分析的漏斗图中#+漏斗图,并不完全对称#有一

点在
8,T30

外#右下角部分缺失#恐有发表偏倚的存在#进而

进行失安全系数的计算#失安全系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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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需多少阴

性研究结果的报告才能使结论逆转#失安全数越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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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结果越稳定#结论被推翻的可能性越小#此处失安全系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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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纳入的研究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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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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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说明发表偏倚

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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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影响较小#结果可靠性较高'

从本研究结果看#与传统治疗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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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血糖可明显

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和感染率#可指导临床进行推广应用'但本

研究纳入的文献样本量偏小#部分文献对随机序列的产生(盲

法(撤出与失访的理由未做详细说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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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法为低质

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系统分析的结果#但
R@AC

分析

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新的临床证据的出现#尤其是

大样本实验#其结论应随之更新'因此#对本实验的研究结果#

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随机双盲临床对照实验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

!

*

RCEA7;:]>

#

)7;DCE@:R/

#

+6N:C5+

#

@ACF$R6EACF7A

K

7;

:@?@E@AECNLCA7MHEC7;7;

9

NE

K

!

CLNFA7?CE7CA@.C;CF

K

:7:6J

&(-WECO7F7C;

G

CA7@;A:JE6LQF6E7C;t

G

6F7:37A

K

)

a

*

$a>ECN<

LC

#

"''8

#

%&

$

!

&!

-,<8'$

)

"

*

UN:;CP R

#

aC;M7CP0

#

RC

9

.C; R

#

@ACF$+@?@E@AECNLCA7M

HEC7;7;

9

NE

K

7;=N:AE7C 0̀

!

@JJ@MA:6J

B

N7.@F7;@<HC:@.LC;<

C

B

@L@;A

)

a

*

$X7@;bF7;X6MD@;:MDE

#

"''&

#

!!8

$

!

"

"

&!

%(<

&!$

)

#

*

a@E@L7A:P

K

]

#

*L@EA)=

#

5N;DCL3R

#

@ACF$>D@7L

G

CMA

6JD

KG

@E

B

F

K

M@L7C6;

G

CA7@;A:I7AD:@?@E@HEC7;7;

9

NE

K

)

a

*

$

a>ECNLC

#

"'',

#

,-

$

!

&!

(&<,'$

)

(

*

C̀;.@;W@E

B

D@2

#

X6NA@E:4

#

X@@P@E:Q

#

@ACF$0;A@;:7?@

7;:NF7;AD@EC

GK

7;AD@ME7A7MCFF

K

7FF

G

CA7@;A:

)

a

*

$/];

B

Fa

R@.

#

"''!

#

#(,

$

!8

&!

!#,8<!#%&$

)

,

*

>6:MDF6

B

]=

#

/@IA6;3

#

=FF@;/

#

@ACF$R6EH7.7A

K

E@.NM<

A76;7;ME7A7MCFF

K

7FFAECNLC

G

CA7@;A:ADE6N

B

DN:@6JCM6L<

G

NA@E7O@.7;:NF7;7;JN:76;

G

E6A6M6F

!

C

G

E@F7L7;CE

K

:AN.

K

)

a

*

$a>ECNLC

#

"''&

#

%"

$

%

&!

!#&'<!#&,$

)

%

*

bE7;:F@

K

a+$]JJ@MA6JC;7;A@;:7?@

B

FNM6:@LC;C

B

@L@;A

G

E6A6M6F6;AD@L6EACF7A

K

6JME7A7MCFF

K

7FFC.NFA

G

CA7@;A:

)

a

*

$RC

K

63F7;4E6M

#

"''(

#

&8

$

-

&!

88"<!'''$

)

&

*

36@:A@E`

#

/@NLC;;3U

#

+MDL7.AR0$0;A@;:7?@7;:NF7;

AD@EC

GK

7;:@?@E@AECNLCA7MHEC7;7;

9

NE

K

!

CEC;.6L7O@.AE7<

CF

)

a

*

$a>ECNLC

#

"'!'

#

%-

$

(

&!

8'(<8!!$

)

-

*

_C;

B

R

#

2N6c

#

dDC;

B

e

#

@ACF$0;A@;:7?@7;:NF7;AD@EC

GK

6;7;J@MA76;ECA@

#

.C

K

:7;/03Y

#

7;<D6:

G

7ACFL6EACF7A

K

C;.

;@NE6F6

B

7MCF6NAM6L@7;:@?@E@AECNLCA7MHEC7;7;

9

NE

KG

C<

A7@;A:

!

CEC;.6L7O@.M6;AE6FF@.AE7CF

)

a

*

$0;Aa/NE:+AN.

#

"''8

#

(%

$

%

&!

&,#<&,-$

)

8

*

W7F6AACQ

#

3CECL7CU

#

3@E;CP0

#

@ACF$0;A@;:7?@7;:NF7;

AD@EC

GK

CJA@E:@?@E@AECNLCA7MHEC7;7;

9

NE

K

!

CEC;.6L7O@.

MF7;7MCFAE7CF

)

a

*

$/@NE6ME7A3CE@

#

"''-

#

8

$

"

&!

!,8<!%%$

)

!'

*蔡文训#朱仲生#张赤
$03Y

胰岛素强化治疗用于重症颅

脑损伤的临床研究)

a

*

$

罕少疾病杂志#

"''%

#

!#

$

#

&!

!<#$

)

!!

*金守兵#吴冬
$

强化胰岛素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预后

的影响)

a

*

$

临床神经外科杂志#

"''8

#

%

$

(

&!

"!'<"!!$

)

!"

*张行泉#蒋峰
$

胰岛素强化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预后的影

响)

a

*

$

浙江医学#

"'!'

#

#"

$

8

&!

!#,"<!#,($

)

!#

*胡青#许小林#陈益番#等
$

强化胰岛素治疗对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a

*

$

吉林医学#

"'!'

#

#!

$

!#

&!

!&,"<

!&,#$

)

!(

*刘刚#杨健#鄢世兵
$

胰岛素强化治疗急性重型颅脑损伤

的临床研究)

a

*

$

西部医学#

"''&

#

!8

$

%

&!

!'8!<!'8"$

)

!,

*包新月#李海华#金仙珍
$

胰岛素强化治疗颅脑损伤的探

讨)

a

*

$

中国基层医药#

"''-

#

!,

$

!"

&!

"',!$

)

!%

*陈健
$

胰岛素强化治疗重型颅脑损伤
%'

例的疗效观察

)

a

*

$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8

#

!,

$

%

&!

&!<&#$

)

!&

*张赘华#陈俭
$

早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在重型颅脑损伤中的

应用)

a

*

$

浙江临床医学#

"''&

#

8

$

(

&!

,"'$

)

!-

*李叔国#章华萍#杨玉敏#等
$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强化胰

岛素治疗)

a

*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8

&!

"%&-<

"%&8$

)

!8

*黄国河#陈汉民#余锦刚#等
$

重型颅脑损伤强化胰岛素治

疗探讨)

a

*

$

临床军医杂志#

"''8

#

#&

$

#

&!

(%-<(%8$

)

"'

*麦劲壮#李河#方积乾#等
$R@AC

分析中失安全系数的估

计)

a

*

$

循证医学#

"''%

#

%

$

,

&!

"8&<#''$

)

"!

*

2E6@;@?@F.=W

#

W@7:DN7O@;=

#

7̀::@EQ3$0;:NF7;

!

CI6;<

.@E.EN

B

7;AD@ME7A7MCFF

K

7FF

)

a

*

$3E7A3CE@

#

"''"

#

%

$

"

&!

!'"<

!',$

)

""

*

6̀

B

@FOC;

B

R

#

/7

9

H6@EaR

#

C̀;.@E16E:A03

#

@ACF$1

K

<

G

@E

B

F

K

M@L7CDC:C:AE6;

B

@EE@FCA76;I7AD6NAM6L@7;AECN<

LC

G

CA7@;A:ADC;7;6AD@EME7A7MCFF

K

7FF

G

CA7@;A:

)

a

*

$a>ECN<

LC

#

"''%

#

%'

$

(

&!

-&#<-&&$

)

"#

*

@̀:

G

C4R

#

RM=EADNE5

#

*Z4D@FC;b

#

@ACF$4@E:7:A@;AF

K

F6I@SAECM@FFNFCE

B

FNM6:@M6EE@FCA@:I7AD

G

66E6NAM6L@%

L6;AD:CJA@EDNLC;AECNLCA7MHEC7;7;

9

NE

K

.@:

G

7A@CFCMP

6J7;ME@C:@.FCMACA@

!

C L7ME6.7CF

K

:7::AN.

K

)

a

*

$a3@E@H

WF66.QF6I R@ACH

#

"''#

#

"#

$

&

&!

-%,<-&&$

)

"(

*

dCD@.3

#

2N

G

AC=b$*

G

A7L7O7;

B

M@E@HECF

B

FNM6:@7;:@?@E@

AECNLCA7MHEC7;7;

9

NE

K

!

:A7FF:6L@IC

K

A6

B

6

)

a

*

$3E7A3CE@

#

"''8

#

!#

$

"

&!

!#!<!#"$

$收稿日期!

"'!!<'!<'8

!

修回日期!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