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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感染对机体创伤大#可引起机体强烈的应激及炎症反

应#如诊疗不及时#可并发致死性并发症#严重危及机体生命安

全'

$

(

)白细胞介素$

N̂

&

.)

*

N̂.$%

*血清磷脂酶
51

$

ZN51

&等指

标是炎症反应中重要的炎性因子或酶类'

1

(

#研究显示#

N̂.)

*

N̂.$%

*

ZN51

等指标在感染性疾病中可出现异常表达'

'.2

(

)本

研究通过检测颅内感染患者血清
N̂.)

*

N̂.$%

*

ZN51

等指标#

旨在探讨上述指标在颅内感染中的变化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被本院收

治的
$%%

例颅内感染患者为回顾研究对象$感染组&#年龄
11

!

/(

岁#中位年龄
'(

岁)感染组中#

'%

例治愈$

5

组&#

21

例好

转$

H

组&#

$/

例病情加重或死亡为预后不良组$

K

组&)

5

组!

男
$/

例#女
$1

例#平均年龄$

'/J'

&岁#平均住院时间$

12J1

&

!

#结核性脑膜炎
$)

例#化脓性脑膜炎
$0

例%

H

组!男
'%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

0%J0

&岁#平均住院时间$

10J$

&

!

#结核性脑

膜炎
1-

例#化脓性脑膜炎
12

例%

K

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

年龄$

'(J'

&岁#平均住院时间$

12J0

&

!

#结核性脑膜炎
$$

例#

化脓性脑膜炎
-

例)

'

组在年龄*性别构成*疾病类型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另选择
)%

例在本院健康体检的

健康者为对照组#男
')

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

0$J2

&岁)本

研究均获受试者或监护人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

纳入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年龄在
11

!

/(

岁%住院时间均大于
1$

!

%符合颅内感染的国际诊断标准'

$

(

#经脑电图*颅脑
K6

确诊*

22)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实验室检查及病原微生物检测确诊%无严重肝*肾功能异常%受

试者或监护人知情同意)

=&>&>

!

排除标准'

$

(

!

神经系统其他疾病者%有精神疾病者%免

疫性疾病者%近期接受抗菌药物治疗者%恶性肿瘤者%有乙醇*

药物滥用史%未完成随访者)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于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健康者或颅内感染

患者感染后
$

*

'

*

-

*

$0

*

1$!

等时间点外周静脉血
'3N

#

'2%%

D

"

3#,

离心
$%3#,

#上清液
L/%_

保存待测)

=&?&>

!

指标检测
!

采用
MN̂F5

检测受试者血清
N̂.)

*

N̂.$%

水平#试剂盒购自上海华大基因科技公司%采用酶
.

底物反应方

法检测受试者血清
ZN51

活性#试剂盒购自上海华大基因科技

公司)上述指标的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中说明书操作)

=&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FZFF$(&%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以
GJ?

表示#行
8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8G3;,.[8C@+

法#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颅内感染患者感染后
$!

和对照组血清
N̂.)

*

N̂.$%

*

ZN51

水平
!

感染组感染后
$!

血清
N̂.)

*

N̂.$%

*

ZN51

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颅内感染患者感染后
$!

和对照组血清

!!!

N̂.)

'

N̂.$%

'

ZN51

水平比较%

GJ?

&

组别
# N̂.)

$

E:

"

3N

&

N̂.$%

$

E:

"

3N

&

ZN51

$

,

:

"

3N

&

感染组
$%% 1-%&)'J$%&(1 10&-/J'&%1 11$&2/J$)&$(

对照组
)% '1&2(J'&/- $1&)-J1&(/ 1)&-1J'&1$

8 $(&%%)/ $%&%$-) '1&1/($

! %&%%%% %&%%%% %&%%%%

>&>

!

'

组不同时间点血清
N̂.)

水平变化
!

'

组
N̂.)

水平均在

感染后
-!

出现明显变化$

!

$

%&%2

&#感染后
-!H

组*

K

组
N̂.

)

水平明显高于
5

组$

!

$

%&%2

&#且
K

组
N̂.)

水平高于
H

组

$

!

$

%&%2

&%

5

组
N̂.)

水平在感染后
-!

开始下降#

H

组在感染

后
$0!

开始明显下降#

K

组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见表
1

)

表
1

!!

'

组不同时间血清
N̂.)

水平变化

!!!

的比较%

E:

(

3N

)

GJ?

&

时间点
5

组$

#b'%

&

H

组$

#b21

&

K

组$

#b$/

&

感染后
$! 1)/&1$J1/&-1 1-%&)(J1(&)$ 1/(&-$J1(&/(

感染后
'! 1//&0(J'2&1/ 1($&%1J'2&)' 1('&%/J'2&/$

感染后
-! 1-2&2'J'%&-$ 1/1&/$J'%&() 1(2&/1J')&%1

感染后
$0! $1(&)$J$1&)$ 1(2&2'J')&%/ '0'&)$J'(&)2

感染后
1$! )-&1(J2&/- 1$2&1(J11&)$ 0/(&)1J0%&1$

J 2&)-/1 )&1(/$ )&/(/)

! %&%%1) %&%%$( %&%%$1

>&?

!

'

组不同时间点血清
N̂.$%

水平变化
!

'

组
N̂.$%

水平均

在感染后
-!

出现明显变化$

!

$

%&%2

&#感染后
-!H

组*

K

组

N̂.$%

水平明显高于
5

组$

!

$

%&%2

&#且
K

组
N̂.$%

水平高于

H

组$

!

$

%&%2

&%

5

组
N̂.$%

水平在感染后
-!

开始下降#

H

组

在感染后
$0!

开始明显下降#

K

组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见

表
'

)

表
'

!!

'

组不同时间血清
N̂.$%

水平变化

!!!

的比较%

E:

(

3N

)

GJ?

&

时间点
5

组$

#b'%

&

H

组$

#b21

&

K

组$

#b$/

&

感染后
$! 1'&1(J'&)$ 10&1$J'&-1 1-&(1J0&%1

感染后
'! 10&01J'&($ 1/&)$J0&1$ 1(&/(J0&2/

感染后
-! '/&1(J'&)$ 0)&21J0&1( 22&-$J0&/(

感染后
$0! 1)&21J'&2$ -1&1(J)&2) $'2&/$J$%&1(

感染后
1$! 1$&21J'&)/ 22&)$J2&(/ $)%&1-J$$&-/

J 0&-()1 2&-(/) )&%(-1

! %&%%'- %&%%1$ %&%%$2

>&C

!

'

组不同时间点血清
ZN51

水平变化
!

'

组
ZN51

水平

均在感染后
'!

出现明显变化$

!

$

%&%2

&%感染后
-!

变化幅

度加大$

!

$

%&%2

&%感染后
-!H

组*

K

组明显高于
5

组$

!

$

%&%2

&#且
K

组
ZN51

水平高于
H

组$

!

$

%&%2

&%

5

组
ZN51

水

平在感染后
-!

开始下降#

H

组*

K

组
ZN51

水平在感染后
$0!

开始明显下降#见表
0

)

表
0

!!

'

组不同时间血清
ZN51

水平变化

!!!

的比较%

,

:

(

3N

)

GJ?

&

时间点
5

组$

#b'%

&

H

组$

#b21

&

K

组$

#b$/

&

感染后
$! 1$-&0(J1%&-1 11%&01J1%&($ 112&)1J11&-$

感染后
'! 111&2$J1%&/( 1)(&1/J1$&21 ')/&%/J1)&2-

感染后
-! $2)&1/J$%&1$ ')%&1(J1%&-1 0)-&2/J11&-)

感染后
$0! $$/&1(J$$&1/ 202&1(J1(&-1 )'1&2/J'1&-)

感染后
1$! /(&)/J/&1- 0)(&/1J$/&1( 22'&$$J1(&)2

J 0&(-)$ )&21)1 )&(-)$

! %&%%'$ %&%%$- %&%%%(

?

!

讨
!!

论

颅内感染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性疾病#此时大量炎性因子

可释放入血#引起机体严重炎症反应#严重危及机体生命'

)

(

)

现有研究显示#颅内感染后#

N̂.)

*

N̂.$%

等炎性因子可高表达#

且不同预后者相关炎症因子表达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

(

)有

关
N̂.)

*

N̂.$%

*

ZN51

在颅内感染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关

系的研究国内较少#因此本研究在此方面做一探讨)

N̂.)

是重要的炎性因子#具有多种功能#在抑制炎症反应

及引发炎症发生方面均可起作用%

N̂.)

主要由表皮细胞和单

核巨噬细胞表达#在严重损伤及组织修复过程中亦起重要作

用'

$$.$0

(

)

N̂.)

在感染急性期高表达与预后关系密切#可判断

患者预后不良'

$2

(

)

Z#@8D#

等'

)

(研究发现#患感染性疾病患者体

内
N̂.)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者#

N̂.)

水平的波动幅度与患

者预后明显相关)本研究显示#颅内感染患者血清
N̂.)

水平

高于健康者#颅内感染患者中预后不良者血清
N̂.)

水平及波

动幅度明显大于预后较好患者#而治愈患者血清
N̂.)

水平及

波动幅度小于好转组及预后不良组)提示可以根据
N̂.)

表达

水平预测颅内感染患者预后)本研究中颅内感染患者早期
N̂.

)2)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

出现升高可能与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炎症反应被激活*

炎症程度加重有关#预后较好者后期病情得到控制#机体炎症

反应受到抑制#免疫调节功能逐渐恢复#因此
N̂.)

水平开始下

调'

)

#

$)

(

)

N̂.$%

可由单核巨噬细胞等多种细胞产生#机体感染时其

血清水平可明显升高#在抗炎同时亦可对机体免疫功能产生抑

制作用#进而增加机体感染加重的风险'

$)

(

)

Z#@8D#

等'

)

(研究发

现#患感染性疾病患者体内
N̂.$%

水平可明显升高#且预后不

良组血清
N̂.$%

水平明显高于预后较好组)本研究显示#

N̂.

$%

在颅内感染患者中高表达#提示在遭受颅内感染后#机体应

激反应及抗炎机制已起效)本研究中#预后不良者
N̂.$%

水平

明显高于颅内感染中预后较好患者#而颅内感染预后不良患者

血清
N̂.$%

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水平及波动幅度明显高于预后

较好组#且治愈组患者血清
N̂.$%

水平及波动幅度低于好转

组#这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提示
N̂.$%

可抑制炎症反应#亦

与颅内感染患者预后关系密切#机体
N̂.$%

高表达可预测其预

后不良)本研究中颅内感染患者早期
N̂.$%

出现升高可能与

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炎症反应加重有关#预后较好者后期

病情得到控制#机体炎症反应受到抑制#免疫调节功能开始增

强#因此
N̂.$%

水平开始下调'

)

(

)

ZN51

是炎症反应的重要限速酶#在应激与炎症反应中起

举足轻重的作用)

Y<;,

:

等'

0

(研究发现#

ZN51

在感染性疾病

患者中可大量释放入血#引起其水平升高#且
ZN51

与患者预

后有关#当其浓度增加时#机体出现预后不良的风险明显增加)

本研究中#与健康人群相比#颅内感染患者
ZN51

处于较高水

平#而预后不良组患者
ZN51

水平又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推

测
ZN51

可通过合成花生酸进而导致机体感染加重%而高水平

ZN51

可诱发机体出现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并发症#进而导致机

体预后不良#即
ZN51

一定程度上可作为预测颅内感染预后的

参考指标'

0

(

)

本研究中
N̂.)

*

N̂.$%

水平均在颅内感染中晚期开始明显

变化#而
ZN51

水平在颅内感染早期即开始改变#因此
N̂.)

*

N̂.$%

等预警时间较晚#对颅内感染患者的预后而言#其早期

的预测价值较小#而
ZN51

则可以在早期对颅内感染机体预后

进行判断)

综上所述#

N̂.)

*

N̂.$%

*

ZN51

等指标与颅内感染的发生及

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因此宜对颅内感染患者相关指标进行动态

监测#以及时判断患者病情及预后#尽早采取相应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

$

(

X#,e

#

\C

::

;,R

#

3̂;35

#

89;@&Z<;D3;="@"

:

#=D8+C+=#9;.

9#",>"D<83"DD<;

:

#=+<"=I="3?#,8!G#9<9D;C3;9#=?D;#,

#,

*

CD

B

'

X

(

&X6D;C3;5=C98K;D8FCD

:

#

1%$1

#

-'

$

)

&!

$0)$.

$0-%&

'

1

(

R;

:

,#e

#

N;4"+;^

#

R8@#@@"e

#

89;@&̂,9D;=D;,#;@<83"D.

D<;

:

8D8

W

C#D#,

:

+CD

:

8D

B

#,,8CD"+CD

:

#=;@

E

;9#8,9+

:

#78,

I89"D"@;=

!

;=;+8.=",9D"@+9C!

B

G#9<#,;="<"D9

$

1%%$L

1%$%

&'

X

(

&5,8+9<5,;@

:

#

1%$'

#

$$)

$

1

&!

00'.00-&

'

'

( 崔向丽#林松#隋大立#等
&

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诊疗

进展'

X

(

&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1%$0

#

'%

$

'

&!

'$1.'$0&

'

0

(

Y<;,

:

[X

#

Y<;,

:

\N

#

X#;"iN

#

89;@&M>>8=9">

E

<"+

E

<".

@#

E

;+851+#@8,=#,

:

",;=C988A

E

8D#38,9;@

E

;,=D8;9#9#+

'

X

(

&

MCD487R8!Z<;D3;="@F=#

#

1%$'

#

$-

$

10

&!

'1-(.'1/0&

'

2

( 邓敏峰#柯以铨
&

细菌性颅内感染的实验室诊断的新进展

'

X

(

&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1%$'

#

$1

$

0

&!

0'%.0'1&

'

)

(

Z#@8D#\

#

5==;D!"Z;@"3?"5

#

\S538@#"N

#

89;@&K",=8,.

9D;9#",+">=

B

9"I#,8+̂ N.);,!̂ N.$%#,

E

@;+3;">?CD,

E

;.

9#8,9+

!

9<8#DD8@;9#",+<#

E

9"+8

E

+#+;,!"C9="38

'

X

(

&5,,

HCD,+]#D8\#+;+98D+

#

1%%/

#

1$

$

0

&!

$/1.$/2&

'

-

( 肖虹#程茗#黄警锐#等
&'2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合并颅内

感染的临床分析'

X

(

&

重庆医学#

1%$'

#

01

$

1$

&!

102/.10)%&

'

/

(

R#DO;

B

;,RX

#

e<;D;?;

:

<#5

#

F;3##R

#

89;@&48+

E

",+8">

K.D8;=9#78

E

D"98#,;>98D=D;,#"9"3

B

>"D3#=D"+CD

:

8D

B

">

#,9D;=D;,#;@9C3"D+

'

X

(

&T8CD"+CD

:

8D

B

#

1%%-

#

)%

$

0

&!

)1$.

)12&

'

(

(

R;D

W

C8O.4"38D"XR

#

F;,9;,;.Nk

E

8OXR

#

M+

E

#,"O;.Nk

E

8O

\5

#

89;@&K",+8D7;9#789D8;938,9">;DC

E

9CD8!#,>@;33;.

9"D

B

#,>8=9#"C+;,8CD

B

+3 =;C+8! ?

B

,8CD"=

B

+9#=8D="+#+

'

X

(

&K@#,T8CD"@T8CD

#

1%$1

#

$$0

$

)

&!

/$%./$$&

'

$%

(周振军#孙新林#文平#等
&

探讨降钙素原在颅脑手术术后

颅内感染的诊断价值'

X

(

&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1%$'

#

$1

$

)

&!

)1$.)10&

'

$$

(

H<;9#;4

#

Q;DD#+[

#

Q;D9@8

B

X

#

89;@&F8D#;@ZK4

:

8,89#=

@";!!898D3#,;9#",#,9<8+CD

:

#=;@3;,;

:

838,9">

E

,8C.

3"="==;@#,9D;=D;,#;@+8

E

+#+

'

X

(

&K<#@!+T8D7F

B

+9

#

1%$1

#

1/

$

0

&!

2$2.21%&

'

$1

(狄美琪#孔亮#邢福英#等
&

闪光视觉诱发电位无创检测颅

内压在颅内感染中的应用'

X

(

&

重庆医学#

1%$1

#

0$

$

2

&!

0(2.0()

#

2%)&

'

$'

(

g"C,

:

eH&M,=8

E

<;@"

E

;9<

B

">#,>8=9#",;,!+

B

+983#=#,.

>@;33;9#",

'

X

(

&XK@#,T8CD"

E

<

B

+#"@

#

1%$'

#

'%

$

2

&!

020.

0)$&

'

$0

(毛明利#刘玉全#孙起军#等
&

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术后重症颅内感染'

X

(

&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

志#

1%$0

#

$'

$

$

&!

--.-/&

'

$2

(

4"+#,

:

[

#

]"?I8DR

#

[;,,8,?8D

:

]

#

89;@&M78D"@#3C+

9<8D;

EB

#+;++"=#;98!G#9<D8!C=8!@#

E

"

E

D"98#,.;++"=#;98!

E

<"+

E

<"@#

E

;+851

$

N

E

.Z@;1

&

;=9#7#9

B

;,!"A#!;9#78+9D8++

#,<8;D99D;,+

E

@;,9D8=#

E

#8,9+

'

X

(

&59<8D"+=@8D"+#+

#

1%$'

#

1'%

$

$

&!

$)0.$-%&

'

$)

(

Q"G8KN

#

N;>D;,=8.K"D8

B

4e

#

FC,!+?;I4F

#

89;@&̂,.

>@;33;9"D

B

3","=

B

98+!;3;

:

89<8<#

EE

"=;3

E

C+!CD#,

:

;=C98

E

#="D,;7#DC+#,>8=9#",">9<8?D;#,

'

X

(

&XT8CD"#,.

>@;33;9#",

#

1%$1

#

(

!

2%&

$收稿日期!

1%$2.%-.1-

!

修回日期!

1%$2.%(.$%

&

-2)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