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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 例胡蜂蜇伤患者凝血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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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我院收治的 ７１４ 例胡蜂蜇伤患者 ２４ ｈ 内凝血

功能检测结果， 提示蜂蜇伤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ＡＰＴＴ） 与蜇伤针数及临床危重程度相关， 凝血功能的检测

对患者伤情和预后的判定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蜂蜇伤；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ＡＰＴＴ）； 凝

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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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蜂蜇伤后， 蜂毒扩散易致多脏器损伤， 尤其是并发血

管内溶血、 凝血功能障碍， 不及时救治会导致短时间内死亡。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我院共收治胡蜂蜇伤 ７１４ 例。 对其凝血功能进

行回顾分析， 供临床救治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以 ２００２年 ８月—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我院 “病案管理系统” 报告诊

断为胡蜂蜇伤的 ７１４ 病例为研究对象， 男 ４０７ 例、 女 ３０７ 例， 平

均年龄 （４６ ８８±１６ ８９） 岁， ４１～６０岁的中老年人占 ４０ ９％， 均被

胡蜂蜇伤头部、 躯干、 四肢等裸露部位， 蜇伤 １～２００针。
建立 Ｅｘｃｅｌ 数据库， 用 ＳＰＳＳｌ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
２　 结果

蜇伤后 ２４ ｈ 内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结果见表 １。 蜇伤＞１０
针的患者凝血活酶时间 （ＡＰＴＴ） 明显长于＜１０ 针的患者，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凝血酶时间 （ＴＴ）、 凝血酶原时

间 （ＰＴ）、 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 等检测指标各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表 １　 不同针数胡蜂蜇伤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结果 （ｘ±ｓ）

蜇伤针数 例数 ＰＴ （ｓ） ＡＰＴＴ （ｓ） ＴＴ （ｓ） ＦＩＢ （ｇ ／ Ｌ）

１～１０ ２０９ １１ ８１±３ ２１ ３６ ４６±２８ ０１ １５ ６８±２ １９ ２ ９８±１ １２

１１～２０ １１１ １４ ２２±１０ ７２ ５０ ４２±２９ ０２ １５ ８４±１ ６８ ３ １６±１ １３

２１～３０ ７７ １４ ４９±１３ １３ ５２ ０３±３０ ２３ １６ ９６±１２ １１ ３ ７９±１ ５３

３１～４０ ４３ １３ １３±８ ６０ ６７ ６３±３４ ０２ １５ ３５±２ ６１ ３ ２７±１ １２

４１～５０ ２８ ２５ ９８±３９ ３５ ７２ ７９±３４ ２４ ２１ ２２±１２ ３４ ３ １０±１ ２８

５１～６０ １８ １３ ７２±２ １５ ７９ ０７±２９ ９４ １６ ９１±３ ６７ ３ ６０±１ ０４

６１～７０ １０ １３ ５７±３ ４２ ８７ ７０±２ １８ １５ ６７±０ ９３ ３ ４９±０ ２７

７１～８０ ９ １４ ２４±２ ９５ ８５ １６±３６ ４１ ２１ ０５±３ ６８ ２ ７１±０ ６２

＞８０ １６ ２４ ５１±１７ ７２ ８３ ５２±４３ ４７ ２０ １２±７ ９８ ３ ０３±１ ２７

不详 １９３ １２ ２３±２ １３ ４３ ４８±３０ ４６ １６ ０７±２ ５９ ３ ２６±０ ８２

·３４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１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５



３　 讨论

作为区域诊疗中心， 本院从 ２００２ 开始至今共收治群蜂蜇

伤患者 ７１４ 例。 本研究发现， 蜂蜇伤后 ２４ ｈ 凝血功能 ＡＰＴＴ 检

测结果与蜂蜇伤口数及蜂蜇伤的严重程度正相关。 ７１４ 例蜂蜇

伤患者中死亡的 ６ 例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凝血障碍 （ＡＴＰＰ＞１００
ｓ）， 引发较严重出血， 并出现了溶血、 肝脏损伤， 乳酸脱氢

酶、 ɑ⁃羟丁酸脱氢酶增高， 持续酱油色尿 ３ ｄ， 提示患者同时

存在横纹肌溶解或心肌损害。 其机制可能为蜂毒成分中的磷

脂酶分解红细胞膜磷脂， 改变渗透压， 通过蜂毒肽、 膜蛋白

相互作用造成红细胞溶解［１］ 。
１７１ 例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异常主要表现为血液凝固时间

的明显延长。 有研究报道［２］ ， 蜂蜇伤患者体内免疫球蛋白 Ｅ
介导的过敏反应激活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 细胞释放多

种介质对凝血和纤溶通路有直接的影响。 其中肝素是肥大细

胞释放的调节剂之一， 通过与抗凝血酶结合， 抑制其活性，
从而延长 ＡＰＴＴ， 起到抗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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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秦巴山区胡蜂蜇伤
患者肝功能检查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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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秦巴山区胡蜂蜇伤患者肝功能变

化及其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显示， 胡蜂蜇伤后女

性更容易出现肝功能异常 （Ｐ＜０ ０１）； 男性和女性患者均以

胆红素和转氨酶同时升高为主， 但女性患者的比例更高 （Ｐ＜
０ ０１）； 女性患者发生肝细胞性黄疸的比例高于男性 （Ｐ＜
０ ０１）。 患者肝功能与蜇伤针数具有相关性 （Ｐ＜０ ０１）。 临床

上可对胡蜂蜇伤女性患者及蜇伤针数＞１０ 针的患者多加重视。
关键词： 胡蜂蜇伤； 肝功能； 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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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蜂蜇伤并发急性中毒性肝炎的发生率高达 ４６ ６％， 但

目前缺乏大样本研究［１］ 。 本文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秦巴山区胡蜂

蜇伤患者的肝功能变化及其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为临

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本地区胡蜂蜇伤患者 ７１４ 例。 排除标准：
（１） 蜜蜂蜇伤或蜂种不确定的患者； （２） 有慢性肝功能损害

的患者； （３） 肝脏肿瘤或肝脏部分切除术后； （４） 近期使用

导致肝功能异常药物的患者； （５） 梗阻性黄疸患者； （６） 儿

童 （＜１４ 岁）； （７） 临床资料不全的患者。 排除后可纳入 ５１９
例， 其中男 ２８２ 例、 女 ２３７ 例。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资料收集　 收集纳入对象的一般情况， 性别、 年龄、
既往史； 蜇伤情况， 蜂种、 针数； 临床资料， 住院期间的临

床症状、 肝功能检测结果。
１ ２ ２　 肝功能指标　 住院期间， 肝功能异常纳入标准为血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 ＞８０ Ｕ ／ Ｌ 或总胆红素 （ＴＢＩＬ） ＞
３４ ２ μｍｏｌ ／ Ｌ［２］ 。 出院时， 肝功能恢复标准为 ＴＢＩＬ≤３４ ２
μｍｏｌ ／ Ｌ 且 ＡＬＴ≤８０ Ｕ ／ Ｌ。
１ ３　 临床分组

将患者分为肝功能正常组、 肝功能异常组。 肝功能异常

组分为高胆红素组 （ＴＢＩＬ＞３４ ２ μｍｏｌ ／ Ｌ）、 高转氨酶组 （ＡＬＴ
＞８０ Ｕ ／ Ｌ）、 高胆高酶组 （ＴＢＩＬ＞３４ ２ μｍｏｌ ／ Ｌ 且 ＡＬＴ＞８０ Ｕ ／
Ｌ）， 黄疸患者分为溶血性黄疸 （ＤＢＩＬ ／ ＴＢＩＬ＜２０％）、 肝细胞

性黄疸组 （２０％≤ＤＢＩＬ ／ ＴＢＩＬ≤５０％）、 胆汁淤积性黄疸组

（ＤＢＩＬ ／ ＴＢＩＬ＞５０％）。
１ ４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分析， 采用 χ２检验或非参数检

验， 以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表示 ＡＬＴ、 ＴＢＩＬ 的水平， Ｐ ＜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肝功能一般情况比较

肝功能异常 ２７１ 例 （５２ ２２％）， 男、 女年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女性胡蜂蜇伤后肝功能异常发生率

（５９ ９２％， １４２ ／ ２３７） 高于男性 （４５ ７４％， １２９ ／ ２８２），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 ３６４， Ｐ＜０ ０１）。
２ ２　 肝功能异常的类型比较

不同性别发生肝功能异常的类型不同，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１）。 详见表 １。

·４４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１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