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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骨折与手术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枯家庄 。# 。。# ∃

领玉欣 李继云 赵驻军 王庆贤 汤慧华 冯忠军

摘要 通过对 ∀ 例 创伤性骨折患者在骨折及手术后不 同时间进行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测 定
,

发现骨折后 %

天的免疫水平明显高于骨折后 & 天的免疫水平
,

手术后  ∋ 小时的免疚水平明显高于术后 ! 分钟的免疫水平
。

由

此可知
,

机体免疫水平与创伤骨折及手术密切相关
。

这项研究也为感染的解释及免疫防治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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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是一种严重的创伤
,

骨折的手术治疗对机体 心取血清备用
(

同时抽取 ∋
)

∗+ ,抗凝血作 − 细胞亚群

造成损伤
,

从而影响正常的机体免疫功能
。

为深人阐明 检测
。

骨折及手术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

进行了本实验研 ∀) 免疫学测定方法
.

体液免疫 /01 2
、

01 3
、

01 4 ∃

究
。

和补体系统 /5 &
、

5 ∀
、

5 ,6
、

7 因子 ∃ 均采用单向免疫

材料与方法 扩散法
,

试剂由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

批号

,) 病例来源
.

本组创伤性骨折患者共 ∀ 例
,

均来 为 & ! !
。

细胞免疫 /5 8 &
、

5 8 ∀
、

5 8 9∃ 采用冻干抗

自我院骨伤科住院病人
,

其中男 &% 例
,

平均年龄 &∀ 体致敏红细胞花环计数法
,

试剂由卫生部武汉生物制

岁
,

女 # 例
,

平均年龄 &∋ 岁
。

正常对照组 & 例
,

男 ∋! 品研究所提供
,

均按说明书操作
。

所获数据二 了: 检验

例
,

女 例飞平均年龄 ∋ 岁
,

均为无任何疾病的健康 统计学处理
。

成人
。

实验结果

∋
)

手术方法
.

均依据
“ 3 ;

”

原则行切开复位内固
)

创伤骨折患者骨折后 & 天和骨折后 % 天体液免

定治疗
。

疫
、

细胞免疫和补体系统等指标的含量与正常对照组

&
)

标本来源
.

分别抽取骨折后 & 天
、

% 天及手术后 比较
,

见表
。

! 分钟
、

术后  ∋ 小时
、

术后 % 天的患者晨血 & + ,
,

离

表
)

创伤性骨折后不同时间免疫指标与正常对照组比 /< 士 ∗ ∃

正常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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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结果可知
,

骨折后不同时间免疫指标的含 量不同
。

骨折后 & 天的 − 细胞亚群 5 8 &
、

58 ∀
、

5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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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 5 8 9 各值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有非常显著性差 显著性差异 /> Ε !
)

! ∃
,
− 细胞亚群各值变化与正常对

异 /> Ε !
)

! ∃
,

体液免疫 01 3
、

5 & 的含量高于正常对 照组比无显著性差异 /> Δ !
)

! # ∃
。

骨折后 & 天与骨折后

照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Ε !
)

! ∃
,

0西
、

014
、

5 ∀
、

5 ,6
、

% 天免疫指标相比
,

骨折后 % 天各值都明显高于骨折后

7 因子的含量与正常对照组 比无显著性差异 /> Δ & 天各值含量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Ε !
)

! ∃
。

!
)

!# ∃
。

骨折后 % 天的免疫指标明显升高
,

与正常对照 ∋
)

骨折患者手术后不同时间免疫指标 比及与正常

组比 012
、

01 3
、

014
、

5 &
、

5 ∀
、

5 ,6
、

7 因子都有非常 对照组比
,

见表 ∋
。

表 ∋
)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免疫指标浇及与正常对照组比 /又士 ∗ ∃

项 单 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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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患者手术后 ! 分钟无论是体液免疫还是细

胞免疫都明显降低
,

与正常对照组比 01 2
、

01 3
、

01 4
、

Μ 8 &
、

Μ = ∀
、

Μ 8 ∗
、

Μ 8 ∀ ? 5 8 ∗ 比值都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Ε !
)

! ∃
,

补体系统 5 &
、

5 ∀
、

5 ,6
、

7 因子的含量明

显升高与正常对照组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Ε !) ! ∃
。

手术后  ∋ 小时各免疫指标与正常对照组比 ,1 3
、

5 &
、

5 ∀ 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Ε

!
)

! ∃
,

− 细胞亚群 5 8 &
、

5 8 ∀
、

5 8 9 各值低于正常对

照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Λ / ;
·

! ∃
,

01 2
、

01 4
、

5 ,6
、

7 因子
、

5 8 ∀? 5 8 9 比值等与正常组比差异不显著 /> Δ

!
)

!# ∃
。

骨折后 & Ι % 天与手术后 &一 % 天各免疫指标相

比
,

手术后 & 一 % 天的 01 2
、

01 4
、

5 &
、

5 ∀ 等含量仍低

于骨折后 & Ι % 天的含量
,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Ε

!
)

! ∃
,

01 3
、

5 ,6
、

7 因子
、

5 8 &
、

5 8 ∀
、

5 8 9
、

5 8 ∀ ?

5 8 9 比值等值与骨折后 & Ι % 天比值差异不显著 /> Δ

!
)

! # ∃
。

讨 论

正常的免疫应答形式
,

有赖于免疫系统内部各免

疫细胞之间
,

各免疫细胞亚群之间以及细胞免疫与各

种体液因子之间的相互刺激与抑制
。

当机体受到创伤

性损伤后
,

机体内环境受到破坏
,

从而影响机体正常的

免疫细胞分泌抗体与吞噬功能
。

但这种免疫功能受抑

制状态可随骨折及手术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消失
,

体

液免疫及细胞免疫水平也随之恢复近正常水平
。

)

骨折及手术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骨折及手术后对机体免疫所造成的影响用实验数

据可进一步说明
。

创伤性骨折后 & 天的数值明显低于

正常对照组
,

更低于骨折后 % 天的各免疫指标含量
。

手

术后 ! 分钟的各免疫指标值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

同

时也明显低于术后  ∋ 小时各值含量
。

同时还发现
,

骨

折后 &一 % 天的各免疫指标恢复较手术后 & Ι % 天的含

量明显
,

说明手术对机体免疫的抑制较骨折本身严重
,

与 Β Ν = Ο Π 等川报道相同
,

手术本身对机体造成伤害
,

局

部损伤组织分解产物或释放某种成份
,

使 − 淋巴细胞

亚群功能受到抑制
。

所以
,

5 8 &
、

5 8 ∀
、

5 8 9 数值到术

后  ∋ 小时仍处于低水平
。

直到术后 % 天各值基本恢复

到正常水平
。

∋
)

骨折及手术对补体系统的影响
.

补体系统在骨折及手术过程中的含量变化不同于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

在骨折后 & 天及手术后 ! 分钟

和术后  ∋ 小时补体成份的含量不但不下降反而上升
,

正如 Β ΦΜ 1Μ ΘΡ =1 Σ∋Τ 所报道的那样
,

创伤及手术的失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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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流量降低和血浆补体水平下降关系不明显
,

输血
、

输液等也不会使补体水平下降
。

但更为注意的是
,

本实

验检测的 5,6
、

7 因子两种成份都为补体5 & 活化的前

体物质
,

此两种成份的含量增加
,

能不断激活补体成份

中的每一种成份
。

为此
,

在机体受到创伤及手术过程中

补体始终处于活化状态
。

补体的这种反应增强对清除

感染微生物与宿主组织中坏死细胞是有益的Σ&Υ
。

所以

补体在创伤性骨折和手术恢复过程中对机体的抗感染

起着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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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熏洗疗法的护理体会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 # ! ! ! &∃ 罗 静

我院骨科采用自拟的红苏泽芍汤进行熏洗热敷
,

投人药液中一并加热煮沸 # 一∋! 分钟后备用
。

用于治疗骨外伤及其并发症和后遗症
、

软组织损伤
、

无 &
)

为防止药渣混人药液及热敷垫中影响浸洗及热

菌性炎症
、

风湿及退行性骨关节病等 %!∋ 例
,

总有效率 敷
,

我们将中药装人双层纱布袋中扎紧袋 口方投人容

达 ! Η 以上
,

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

器中加水煎煮
。

首次投药前可将中药先以清水浸泡 Ι

临床资料 ∋ 小时后再行煎煮
,

以利于药汁渗出
。

,) 本组共 % !∋ 例
,

男 &&∋ 例
,

女 ∋ ! 例
(
年龄 ∀ 一 ∀

)

药液煮沸后
,

将患处暴露进行药物蒸气熏蒸
,

待

 岁 ( 骨外伤或术后关节肌肉僵硬
、

关节内粘连 Χ 药液温度降至 ## 5左右时
,

可为患者进行药液淋洗或

例
,

软组织损伤 ∋ ∋ 例
,

无菌性炎症疾病 #∋ 例
,

风湿 浸洗
。

也可将热敷垫从药液中取出拧干
,

以 ∀ Ι # 层热

∋& 例
。

敷垫覆盖或包裹患处进行热敷
。

∋
)

方药
.

红花
、

苏木
、

泽兰
、

川芍
、

花椒
、

木瓜
、

#
)

以药液浸洗或热敷垫热敷时
,

温度控制极为重

艾叶
、

当归
、

牛膝
、

草乌
、

桂枝
、

防风
、

伸筋草
、

透骨 要
。

温度过高会灼伤皮肤
,

温度偏低则达不到应有效

草
、

大血藤各 &! 克
。

果
。

我们体会是 ## ℃为宜
,

但应根据每个病人的耐受情

将上述方药 ∋ 一 & 剂水煎煮沸 # 一 ∋! 分钟
,

即可 况和具体部位而定
,

如儿童或皮肤细嫩部位热敷温度

进行热气熏洗
。

待水温下降适宜后
,

即行药液淋洗或浸 应偏低一些
。

在治疗过程中
,

护理人员不能离开
,

应观

洗
。

如不便熏蒸浸洗
,

则可使用经药液浸煮的热敷垫进 察病人 # 分钟以上
,

当患者感觉过热或热敷处有针刺

行湿热敷
。

感时应立即去除热敷垫散热
,

防止病员烫伤
。

&
)

适应症
. / ∃骨外伤中后期

、

术后关节肌肉僵硬
、

%
)

当药液及热敷垫温度降至 ∀! ℃左右时
,

应再加

屈伸不利
(
固定后软组织挛缩

、

关节内粘连等
。

/∋ ∃ 各 温重复进行
。

每次治疗时间 &! Ι %! 分钟
,

每 日 ∋一 &

科闭合性软组织损伤
。

/& ∃ 退行性骨关节病
、

无菌性炎 次
。

治疗过程中应注意环境温度
,

避免受凉
,

治疗结束

症
、

风湿
、

局部肿痛等
。

后立即以毛巾擦干药液
。

进行药液淋洗可浸洗时
,

为维

∀
)

禁忌症
.

/ ∃ 局部皮肤有伤口或创面者
。

/∋∃ 软 持温度可将药液置于热源上进行
。

组织损伤渗出期 /∋∀ Ι &% 小时内∃
。

/& ∃ 局部红肿热痛  
)

当治疗进行约 ! 分钟
,

患者感热力经皮肤深人

考虑细菌性炎症者
。

/∀∃ 对热敷药液过敏者
。

深层组织中时
,

则遵医嘱进行主动及被动的功能锻炼
,

护理体会 同时可辅以推拿按摩治疗
。

热敷结束后
,

可配合肌肉收
)

认真作好病人的思想工作
,

告知治疗的过程及 缩仪
、

多关节功能活动仪
、

针灸
、

离子导人等治疗
,

以

功效
,

便于取得良好的医患合作
。

同时作好各项基础护 提高疗效
。

理取得患者的信任感
。

Χ
)

进行热敷垫热敷时
,

为防止散热过快
,

我们于热

∋
)

热敷垫的制备
.

为满足各种病人不同部位作湿 敷垫外包裹覆盖塑料薄膜
,

而后再于外层覆盖棉被等

热敷的需要
,

我们自制了厚约 !
)

# Ι !
)

∗Κ +
,

长 ∀#Κ +
,

保温
。

同时塑料薄膜也起到隔湿及防污染的作用
。

宽 &!
Κ + 的大纱布棉垫作为热敷垫

。

根据需要将热敷垫 /收稿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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