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6 月第 44 卷第 6期 Jun.2016,Vol.44,No.6航空军医

·论　　著·

·1·

多发伤患者血清肌钙蛋白 I 变化及其与病情严重程度关系的临床研究
胡　赛 1，黄　艳 1，胡国潢 1，李湘民 2（1. 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科；2.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摘要：目的　观察多发伤患者血清肌钙蛋白 I 的变化并探讨其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关联性。方法　观察 200 例多发伤患者入院时的血清
肌钙蛋白 I 水平，同时记录患者 MEWS 评分，并分析肌钙蛋白 I 与 MEWS 分值的相关性。结果　200 例患者中 TnI 异常 118 例（59.0%）；合并
胸部外伤组患者血清 TnI 水平显著高于无胸部外伤组患者（P ＜ 0.01）；30 天内死亡组患者血清 TnI 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患者（P ＜ 0.01）；
危重组患者血清 TnI 水平显著高于非危重组患者（P ＜ 0.01）；MEWS 评分越高，TnI 水平越高，二者呈高度正相关（r=0.685，P<0.01）。结论　　
部分多发伤患者可出现血清 TnI 异常，其高低可作为判断多发伤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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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serum troponin 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verity in mulitiple trauma patients
Abstract :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 change of serum cardiac troponin I level in mulitiple trauma pati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gnosis. Method 　Test serum troponin I of 200 patients with mulitiple trauma on admission to hospital. Result　 The level of serum troponin I were 
abnormal in 118 of all 200 cases(59.0%); TnI level were higher in critical groups than in that of normal groups(P<0.01), the higher of MEWS score, the 
higher of TnI level. Conclusion 　Serum troponin I could be early index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mulitiple traum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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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伤是指机械致伤因素作用下，2 个或 2 个以上解剖部位遭受

损伤，其中一处损伤即使单独存在也可危及生命或肢体 [1]，是 45 岁

以下人群的主要死因，也是急危重症医学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临床

上我们观察到部分多发伤患者，不论有无心脏创伤，均有不同程度的

血清肌钙蛋白 I（TnI）升高，且与病情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

选取 200 例多发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来进一步了解血清 TnI 变化在多

发伤患者中的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急诊综合病房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多发

伤患者 200 例为研究对象，男 107 例，女 93 例，年龄 19 ～ 60 岁，

平均年龄 39.5±12.2 岁，合并胸部外伤 113 例，无胸部外伤 87 例，

根据入院时改良早期预警评分（ Modified Early Warning Score，

MEWS）[2、3] 值分为危重组（MEWS ≥ 5）例和非危重组（MEWS<5）例，

所有患者既往均无心脏疾患既往史。

1.2 研究方法 

200 例多发伤患者，抽取静脉血送检验室测定伤后入院时血清

TnI 值。TnI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参考正常值为 <0.5ng/ml。所有患

者均给予心电血压监护，积极治疗外伤的同时对症支持治疗。

1.3 统计学处理

因部分样本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故计量资料描述采用中位数

M 和四分位间距（IQR），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血清

TnI 值与 MEWS 评分之间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 TnI 水平的变化    

200 例患者 30 天内死亡 7 例，30 天内死亡率为 3.5%。血清 TnI

异常者 118 例（59.0%），其中 30 天内死亡患者 7 例，均出现血清

TnI 异常（发生率 100.0%），30 天内存活患者 193 例，血清 TnI 异常

者 111 例（发生率 57.5%）；合并胸部外伤患者 113 例，其中血清 TnI

异常者 86 例（发生率 76.1%），无胸部外伤患者 87例，其中血清 TnI

异常者 32 例（发生率 36.8%）（见表 1）。所有 200 例多发伤患者血

清TnI值2.295,(1.33)ng/ml，其中死亡组明显高于存活组（P<0.001）；

合并胸部外伤组高于无胸部外伤组（P=0.004）。（见表 1、2）

2.2 入院时血清 TnI 水平与 MEWS 分值的关系  

二组 TnI值比较，危重组明显高于普通组（P<0.001）（见表3）；

所有 200 例多发伤患者入院时血清 TnI 值与 MEWS 分值呈正较高的相

关性（r=0.685，P<0.01）（见图 1）。

 表 1：多发伤死亡组与存活组患者血清入院时 TnI 值比较

[M,(IQR)]

组  别 例  数 血清 TnI 异常者 血清 TnI 值（ng/ml）

死亡组 7 7（100%） 4.775(2.62)#

存活组 193 111（57.5%） 5.1(1.03)

合  计 200 118（59.0%） 2.295(1.33)

#  与存活组比较，P<0.001

表 2：合并胸部外伤组与无胸部外伤组患者入院时血清 TnI 值比

较 [M,(IQR)]

组  别 例  数 血清 TnI 异常者 血清 TnI 值（ng/ml）

合并胸部外伤组 113 86（76.1%） 3.06(1.68)#

无胸部外伤组 87 32（36.8%） 2.7(0.855) 

合  计 200 118（59.0%） 2.295(1.33)

#  与无胸部外伤组比较，P=0.004

表 3：危重组和普通组多发伤患者入院时血清 TnI 值比较

[M,(IQR)]

组  别 例  数 血清 TnI 值（ng/ml） MEWS 分值

危重组 41 4.48(3.09)# 5(3)

普通组 159 0.67(0.625) 2(2)

合  计 200 2.295(1.33) 13(7)

# 注：与普通组比较，P<0.001

图 1.   

200 例多发伤患者血清 TnI 水平与 MEWS 评分的相关性

TnI MEWS 评分
Spearman 的 

rho

TnI 相关系数 1.000 .685**

Sig.（双侧） . .000
N 200 200

MEWS 评分 相关系数 .685** 1.000
Sig.（双侧） .000 .
N 200 200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3 讨论
心脏肌钙蛋白 I（cTnI）是心肌横纹肌细胞的结构蛋白，仅存于

心肌收缩蛋白的细肌丝上，当心肌细胞受损时，游离型 TnI 就首先

迅速通过细胞膜释放入血，因而在心肌损伤时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

（下转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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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一定程度的血清 TnI 增高是目前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指标
[4]，也是心肌挫伤和其他心肌组织疾病的首选血清标志物。但是近年

来，血清 TnI 增高被陆续报道出现在许多非心脏疾病危重患者，并且

提示预后不良。2003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一项长达 27 个月的对入住

ICU 的 869 例非心脏病患者的研究显示 [5]：肌钙蛋白 I 增高组较肌钙

蛋白正常组死亡率高（χ2=32.57, P <0.01），ICU住院天数长（P<0.05）。

国内也有浙大医学院附属二医院研究发现 [6]：108 例多发伤，TnI 升

高 31 例（29%）；不论是否合并胸部创伤，血清 cTnI 峰值与 ISS 值

呈相关性（r=0.676，P <0.01）；以 APACHE Ⅱ值进行分组，危重组

与普通组 cTnI 升高率明显差异（P<0.01）。另有一些研究 [7、8] 均报

道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可出现 cTnI 异常升高（比例 25.6%-78.5％不

等），血 cTnI 异常升高者其颅脑损伤程度更重并容易发生心血管事

件和死亡，可作为损伤严重度分层及死亡预测指标。具体原因未明，

目前文献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胸部直接创伤、严重创伤后氧耗增加同时

氧供相对不足、应激性心肌损伤、全身炎症反应中炎性因子及介质损

伤心肌、中枢神经系统调节障碍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观察到 200 例既往无心脏病史的多发伤中，血清 TnI 增高

者 118 例（占 59.0%），我们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严重创伤直接或间

接使心肌损伤 , 激活蛋白分解酶 , 引起结合型 TnI 降解和释放 , 使

TnI 在血中升高。研究中合并胸部外伤患者血清 TnI 升高整体水平明

显高于无胸部外伤患者（P=0.004），提示创伤造成的心肌钝挫伤是

血清 TnI 增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 30 天内死亡组患者血清 TnI 水平

明显高于存活组（P<0.001），提示高 TnI 水平反映不良预后，与上

述文献报道一致。

MEWS 评分是近年来急危重症学科最常用的疾病评分系统，于

2001 年由英国学者 Subbe 提出，适用于急诊病人的快速病情评估，

操作最为简便快捷，可早期预警潜在危重病人。其分值越高，病情越

重，MEWS 评分达到 5 分是鉴别危重病人的临界点，大于 9 分死亡率

明显增加，必须入住 ICU。本研究发现 MEWS 评分较高的危重多发伤

患者组血清 TnI 值明显高于 MEWS 评分较低的普通组（P<0.001），并

且血清 TnI 值与 MEWS 评分二者之间显现出高度的正相关（r=0.782，

P<0.01）。提示多发伤患者的血清 TnI 水平和病情严重程度是密切相

关的。

综上所述，多发伤患者（尤以合并胸部创伤者）易出现血清 TnI

水平增高，其增高程度与预后有明显的关联性，表现为死亡组和危重

组患者血清 TnI 增高情况更明显，以及血清 TnI 值与 MEWS 评分之间

的高度相关性，血清 TnI 有望成为一种较理想的补充监测指标，反映

多发伤患者的严重病情，从而有助于我们快速判断病情和及时采取重

症监护和治疗措施，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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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线意味着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借助电脑、平板、手机随时随地可

学习，意味着留学生可不局限于课堂学习而且可随时随地对重点难点

部分反复播放直至掌握；通过自我管理自学课程，培养了留学生自我

控制能力及自学能力，良好的自学能力有利于留学生未来的独立执业； 

MOOC 拥有丰富的课程形式 [4]，可引入动画图片等网络新手段使得枯

燥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形象有趣利于理解，教学模式新颖是 MOOC 课

程的独特优势；MOOC 可节省有限的教学时数，留学生通过自学 MOOC

课程后可扩大学习病种；可建立统一的英文教材；最重要的是 MOOC

制作过程中有充足的条件提前聘请专业翻译团队录制视频使课程发音

标准从而避免沟通障碍，化解了语言不通的沟壑；课程设置可设不同

难度，便于不同水平学生根据自有水平阶梯式选择，有利于个性化学

习 [5] 及不同层次人才分层培养；通过网络传播的 MOOC 课程消除了地

域差别，只要有网络就可享受一流的医学教育，使得教育资源薄弱地

区同步享受到优质教育，避免因地域差别影响留学生教育水平，真正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6]。现代留学生临床医学教育目标已从单纯传

授专业知识向培养学生终生自学、建立系统的临床思维能力转变，优

质的 MOOC 课程在上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医学随之快速发展，许多专

业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思维的医学群体将

在未来的专业竞争中独居优势，相对薄弱的留学生医学教育更需要迎

头赶上。随着互联网应用高度普及，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陆续建立 MOOC

平台，但留学生 MOOC 教育基本为零，建立高质量的留学生临床医学

教育 MOOC 课程体系势在必行。

3 慕课（MOOC）应用于留学生医学教育的可行性
我国幅员辽阔，边疆优势又吸引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留学生往往就

近入学。目前，我国已有 50 余所医学院校招收自费医学留学生 [1]，

沿海地区吸引非洲、东欧等国家留学生，而边疆地区主要接受相邻的

周边国家留学生，如新疆医科大学自 2005 年开始留学生教育，主要

以印度、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留学生生源为主。各校

注重改革交流及探索，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并取得部分教学效果，

赢得了国际声誉，为慕课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各高校已具备一定的资源基础。我国幅员辽阔，国境线绵长，而

且各校数十年的留学生医学教育发展已在国际上建立了影响力，因此

有充足的留学生资源；留学生整体思维活跃，MOOC 课程有助于其自主

学习 [7]；近年来各医学高校频频开展多媒体课件、精品课程、微课比

赛等，为教学打下良好网络基础；数十年的探索培育出一批德才兼备

的优秀教师，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发展迅猛的网络及互联网优势

提供传播途径，有利于建立技术平台及网路课程制作。MOOC 的开放性、

大规模性及在线教育形式为留学生教育中诸多困境解决提供了一种行

之有效的方案。

高等教育的 MOOC 时代已经来临，留学生医学教育面临新的发展

契机，其未来的发展态势值得留学生医学教育者关注并实践，并为促

进我国的留学生医学教育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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