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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应激性高血糖对脑出血开颅血肿清除术预后的影响( 方法>收集百色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8;?L8; W78;:L;7 收治的 ;=; 例无糖尿病史的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均行开颅血肿清除术#根据

脑出血后是否发生应激性高血糖分为应激性高血糖组$血糖
!

@X: ''(+YE#糖化血红蛋白正常#@7 例%和非应

激性高血糖组$血糖Z@X: ''(+YE#糖化血红蛋白正常#@: 例%#比较两组临床资料的差异( 结果>应激性高

血糖组入院空腹血糖显著高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Z8X89%( 两组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入院糖化血红

蛋白)血肿量)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计数和发病至手术间隔时间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8X89%( 应激性高血糖组术后发生再出血)颅内感染和术后 =8 )发生死亡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非应激性高血

糖组$!Z8X89%#术后入住6M5时间占总住院时间的比值显著大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Z8X89%#术后 = 个月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量表$\]D%评分显著低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Z8X89%( 结论>应激性高血糖可促进脑

出血开颅血肿清除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应受到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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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是神经科常见急症#其病死率)致残率均

较高#当出血量
!

=8 '+时#开颅手术能及时清除血

肿#术中确切止血并尽早解除占位效应( 在脑出血

后#部分患者会出现应激性高血糖#近年来愈受关

注( 应激性高血糖通常指严重外伤)严重心脑血管

疾病及重症感染等患者在应激状态下血糖升高#当

患者不合并糖尿病#空腹血糖
!

@X: ''(+YE且糖化

血红蛋白处于正常范围内时即可诊断!;"

( 有研究!7LA"

发现#脑出血后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不仅产生诸如

胰岛素抵抗)增加氧化应激等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同时也可能加重血肿占位效应#增加消化道应激性

溃疡及尿路感染等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 例脑出血病例

资料#探讨应激性高血糖对脑出血开颅血肿清除术

预后的影响(

@6资料与方法

@A@6一般资料>收集我院神经外科 78;?L8; W78;:L;7

收治的 ;=; 例无糖尿病史的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

料#均行开颅血肿清除术#根据脑出血后是否发生应

激性高血糖分为应激性高血糖组$血糖
!

@X: ''(+YE#

糖化血红蛋白正常#@7 例%和非应激性高血糖组$血

糖Z@X: ''(+YE#糖化血红蛋白正常#@: 例%( 纳入

标准&$;%首次发病#年龄
!

;? 岁#并于病后 @ W7A -

内入院'$7%入院后经头颅 MI检查确诊为脑出血'

$=%患者从发病至入院测血糖间隔时间
!

@ -#且期

间未进食)未输注含糖液体#术后送 6M5监护治疗'

$A%入院后予以监测血糖)止血)脱水降颅压#并急

诊行开颅血肿清除术( 排除标准&$;%脑外伤及存

在脑血管结构或数量异常的脑出血患者'$7%合并

有严重心)肺)肝)肾等系统疾病#无法耐受开颅手术'

$=%合并血液系统疾病或正在接受抗凝药物治疗'

$A%既往有糖尿病史(

@AB6方法6通过医院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

质量指数 $4().b#116")*V#4b6%)既往病史等(

$7%此次入院治疗情况#包括发病时间)发病至手术

间隔时间)入住 6M5时间占总住院时间的比值等(

$=%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入院时空腹血糖)糖化血

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凝血功能指标等( 应用安图生

物用葡萄糖测定试剂盒$己糖激酶法%检测血糖#应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应用西森美

康公司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计数#应用凝血酶

原时间测定试剂盒$凝固法%检测凝血酶原时间#应

用美国沃芬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M̂EI]cC88%检测

纤维蛋白原( $A%影像学检查结果#以头颅 MI轴面

上最大血肿所在层面长轴乘以短轴乘以血肿层厚计

算脑内血肿量( $9%术后情况#包括术后并发症发生

情况)术后 = 个月格拉斯哥预后评分量表$\+#1J(̀

]K&0('*D0#+*#\]D%评分$9 分为恢复良好#A 分为中

度残疾#=分为严重残疾#7 分为植物生存状态#; 分

为死亡%)术后死亡情况等(

@AC6统计学方法6应用 DcDD7=X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e标准差$

"

FeE%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成组 9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

*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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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7 检验( !Z8X89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6结果

BA@6两组临床资料比较6应激性高血糖组入院空

腹血糖显著高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Z8X89%( 两

组在年龄)性别)4b6)入院糖化血红蛋白)血肿量)

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计数和发病至手

术间隔时间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X89%(

见表 ;(

表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

FeE#$)%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4b6

$GJY'

7

%

入院
空腹血糖
$''(+YE%

入院糖化
血红蛋白
$f%

血肿量
$'+%

凝血酶原
时间
$1%

纤维蛋白原
$JYE%

血小板计数
$YE%

发病至手术
间隔时间

$-%

应激性高血糖组> @7 97 ;8 99X;? e:X@8 7=X9= e9X@A :XA: e=X;9 9X9C e8X@7 ;8AXA? e=AX?? ;?XC? e7X9A 7XC; e;X89 77?X8= e:CX8: CX=9 e=X79

非应激性高血糖组 @: 9@ ;= 99XA? e:X9@ 77X=@ e9X;A 9X?? e8X@9 9XA= e8X9? ;8CXA; e=?X=7 ;?X8@ e7X8? 7X?? e8X?@ 7=?X8A eC8X7@ CX9@ e7X?C

9G

!

7

< 8X;@@ 8X;?8 ;X:C: :X=;C ;X7AA 8XA99 ;XC?? ;X8C@ 8X@?; 8X=:;

! < 8X@?A 8X?9C 8X7;: 8X888 8X7;9 8X@98 8X8C@ 8X7?A 8XA:C 8X@:@

BAB6两组术后情况比较6应激性高血糖组术后发

生再出血)颅内感染和术后 =8 ) 发生死亡的人数比

例显著高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Z8X89%( 应激性

高血糖组术后入住 6M5时间占总住院时间比值大

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术后 = 个月\]D 评分低于非

应激性高血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X89%(

见表 7(

表 7>两组术后情况比较!"

"

FeE#$)"f#%

组>别 例数
术后入住6M5时间
占总住院时间比值

再出血 颅内感染 肺部感染
术后 =8 )

死亡
术后 = 个月\]D评分

$分%

应激性高血糖组> @7 8X9? e8X=9 ;=$78X:C% ;9$7AX;:% 9@$:8X=7% =8$A?X=:% ;X:9 e8X:9

非应激性高血糖组 @: 8XA7 e8X=; @$?XC8% @$?XC8% @=$:;X=8% 78$7?X::% 7X@9 e;X;@

9G

!

7

< 7X@:9 =X:@@ 9X?7C 8X8=? 9X78: =XC9C

! < 8X88? 8X8A@ 8X8;@ 8X?A@ 8X877 8X888

C6讨论

CA@6对于应激性高血糖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既往一

般认为其是在糖尿病基础上发生的( 但近年来#有学

者发现仍有部分非糖尿病患者在严重创伤)心脑血管

事件后出现血糖升高的情况!9L@"

( 糖化血红蛋白的

生成速率与血糖水平相关#且能反映机体近 7 个月

的血红蛋白平均值#有利于对应激性高血糖与糖尿

病进行鉴别!C"

( 本研究以不合并糖尿病史的脑出

血患者#发病至检测血糖时间间隔 [@ -#且期间未

进食)无输注含糖液体#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正常#血

糖
!

@X: ''(+YE者定义为应激性高血糖患者(

CAB6脑出血发病急#物质代谢紊乱等并发症多#血

糖等物质的变化水平可反映机体代谢情况#纤维蛋

白原)白细胞介素 @$!"&*$+*KG!"L@#6EL@%)M反应蛋

白等异常可能会导致机体呈+慢性炎症状态,#从而

对脑出血患者造成不良后果!?"

( 脑出血后导致下丘

脑L垂体L外周腺体轴功能亢进#促进糖异生及糖原

分解( 另一方面#由于胰岛素抵抗)糖代谢减少等原

因#促进了高血糖的发生!=#:#;8"

( 有研究!;;L;7"发现#

高血糖不仅与患者脑血肿量增加具有关联性#且有

可能促进了血肿周围水肿带增厚( 脑出血后因血肿

及周围水肿占位效应使不少患者入院后需行开颅血

肿清除术#甚至需去骨瓣减压#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

不仅增加了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而且会对患者的

预后产生不良影响( g*等!;="的研究表明#应激性

高血糖与脑出血后恢复期内出现弥散加权成像病变

具有关联#主要表现为病灶周围#甚至远处低弥散#

使得相应区域脑功能受损#增加了脑出血患者的远

期疾病负担( 有研究!;A"认为脑出血术后行高压氧

治疗能改善脑血管血流动力学#减轻脑水肿#但该治

疗方法是否能减少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

CAC6本研究结果发现#应激性高血糖组术后发生再

出血)颅内感染和术后 =8 )发生死亡的人数比例显

著高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且术后入住 6M5时间占

总住院时间的比例大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而术后

\]D评分低于非应激性高血糖组( 提示发生应激

性高血糖的脑出血患者的术后预后较差#但本研究

未能消除出血部位)出血量及其他并发症对此结论

造成的偏倚( 既往有研究!;9"发现#应激性高血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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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影响镁)钙等电解质及凝血功能等途径加重

患者预后不良的情况( 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术

前血肿量和凝血酶原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是否有其他病理)生理改变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了影

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有研究!;@L;?"表明#脑出

血患者白细胞介素$!"&*$+*KG!"#6E%)巨噬细胞移动

抑制因子$'#0$(/-#J*'!J$#&!(" !"-!%!&($.,#0&($#b6h%

等炎症因子呈升高状态#其是否与应激性高血糖的发

生相关联并促进了患者病情加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CAD6另外#本研究还存在其他的一些不足&$;%为

初步确保所测血糖未受进餐及静脉输液影响#患者

符合空腹状态#本研究所选取病例均为发病至抽血

间隔时间
!

@ -#且期间未前往其他医疗机构就诊#

这使得发病时间较短或存在短期院外就诊史的病例

未被纳入#造成结论代表性存在一定偏倚( $7%本

研究纳入病例较少#仍需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一步

明确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及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同时亦需更进一步对相关机制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应激性高血糖会增加脑出血患者的

不良事件风险#临床应加大对此的关注#并积极探讨

应激性高血糖所涉及的病理)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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