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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介绍 

患者，男 ，29岁，患者酒后与人争执，遭到酒瓶 

击打头部，当时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未见明显外伤， 

回家后睡觉约 14 h，呼之不应 ，呕吐，呕吐物为胃内 

容物，呈喷射状，于20l5 6一l3收入我院。人院后 

行头颅CT检查：(1)右侧额颞顶硬膜外血肿，右侧 

大脑半球水肿及脑疝；(2)左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左 

侧额颞顶叶脑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右 

侧额颞顶部皮下软组织肿胀，胸CT示吸人性肺炎。查 

体：体温39．0 qC，昏迷，GCS评分 1／1／1共计 3分。呼 

吸尚平稳，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左：右约5．O：5．0 rlllTl，对 

光反射消失，四肢肌张力可。双侧肱二、三头肌腱反 

射、膝腱反射(一)，双侧巴宾斯基征未引出。术前诊 

断：(1)特重型颅脑损伤。脑疝 ，右侧额颞顶硬外血 

肿，右侧大脑半球水肿及脑疝，左额颞顶硬膜下血 

肿，左侧额颞顶叶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 

额颞顶部皮下软组织肿胀。(2)吸人性肺炎。人院 

后立即给予术前准备，在全麻下急行右侧颞顶开颅 

血肿清除术 +去骨瓣减压术，手术顺利，复查头颅 

CT血肿清除彻底。术后诊断：(1)右侧额颞顶硬膜 

外血肿、右侧大脑半球水肿及脑疝；(2)左额颞顶硬 

膜下血肿、左侧额颞顶叶脑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 

出血；(4)右侧额颞顶部皮下软组织肿胀；(5)右侧 

硬膜下血肿。术后患者昏迷，全身震颤，体温偏高， 

达40．8℃，心率150}~,／min，自主呼吸微弱8~／min， 

应用冰敷物理降温，呼吸机辅助呼吸，去甲肾上腺素 

及多巴胺升血压治疗。入院后第2天皮肤出现双上 

肢散在青紫，双下肢散在青紫，左髋部散在青紫，左 

臀部 l I em×7．5 Cl／l散在水泡。人院后第 3天患者 

尿少呈浓茶色，肝肾功能及心肌酶升高，转入ICU行 

床旁血液净化(CWH)并维持24 h，输液在4 000 ml 

以上，治疗中可见滤过废液成洗肉水样。人院后第 

4天尿少约3O ml为酱油色，检验示尿蛋白阳性，高 

倍镜下白细胞0—3个，红细胞偶见，考虑肌红蛋白 

尿，即横纹肌溶解症(rhabdomyolysis)。此后在一直 

应用床旁血液净化，肌酐、尿素氮逐渐改善但仍元 

尿，每天尿量为20～50 ml，心肌酶、肌钙蛋白、肌红 

蛋白于入院后第6天升至最高峰后缓慢下降，但尿 

色尿量未改善，连续多次检查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 

工酶、乳酸脱氢酶、仅羟丁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谷 

草转氨酶、肌钙蛋白、肌红蛋白仍然明显高于正常， 

其中肌酸激酶最高达 233 170 U／L。经床旁血液净 

化(CVVH)、大量补液、碳酸氢钠碱化尿液、甘露醇 

脱水、糖皮质激素抗炎以及还原型谷胱甘肽、甘草酸 

二铵(甘利欣)保肝和促进肝脏解毒等综合治疗，上 

述各种酶逐渐下降但未至正常，无肝素床旁血液净 

化治疗后凝血时间延长，但患者终因病情危重，抢救 

无效，于2015-07—24死亡。 

2 讨论 

横纹肌溶解症是指由于肌肉直接损伤或者能量 

产生与消耗之间不平衡导致肌肉细胞破坏，细胞内 

成分释放入血，进入血液循环，引起组织器官损害的 

综合征。 

2．1 目前诊断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依据以下几项指 

标：(1)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病因；(2)血清 CK≥ 

正常值 5倍(>1 000 U／L)；(3)血、尿肌红蛋白明 

显升高；(4)尿潜血 阳性而镜下未见红细胞  ̈ 。 

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病因很多，如恶性高热、外伤、 

缺血、感染、药物中毒、代谢性肌病等 ，血清肌酸 

激酶(CK)升高是诊断横纹肌溶解症的重要和敏感 

指标，一般在肌肉损伤后2～12 h开始升高，1～3 d 

到高峰，3～5 d后下降⋯。病理机制一般与缺血缺 

氧有关，缺血缺氧引起细胞内 ATP减少，氧自由基 

增加，脂质过氧化物形成，Ca 损害细胞膜正常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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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和渗透性，导致细胞水肿，最终细胞死亡，组织 

坏死，出现横纹肌溶解 。 

2．2 本例患者有外伤病史及大量饮酒史、行右侧颞 

顶开颅血肿清除术 +去骨瓣减压术、术前术后高热、 

震颤、低钾等原因，结合肝肾功能异常，少量酱油色 

尿，肌酶高、肌红蛋白高，考虑横纹肌溶解症。横纹 

肌溶解症临床表现主要为肌无力、肌痛、血清肌酸激 

酶升高至正常值上限10倍以上，肌红蛋白尿等横纹 

肌溶解症容易导致急性肾损伤及多器官功能衰竭， 

横纹肌溶解症引起急性肝功能损害较少见，文献报 

道约有25％ J。本例患者因昏迷无主动活动能力， 

不能表达肌无力、肌痛，出现少尿，急性肝肾功能损 

害尤其以肝功能为著，肌酸激酶达到23万以上，肌 

红蛋白>1 000，给予床旁血液净化治疗，并予小剂 

量激素、抗感染，大量补液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治疗 

后急性肾功能衰竭明显改善，但肝功能改善缓慢，肌 

酸激酶及肌红蛋白未见明显减少，尿液未见增加，考 

虑横纹肌溶解未停止。患者术前术后均有高热，体 

温最高至40．8 cC，应用冰毯后体温降至36．O℃。 

恶性高热肌强直迅速消耗ATP，ATP大量缺乏又严 

重影响了肌膜的完整性，导致横纹肌溶解坏死 J， 

因此高热在本病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2．3 曾有国外文献报道酒精中毒为诱发横纹肌溶 

解症的原因之一，发病机制为肌细胞内外环境的破 

坏，包括肌细胞的酒精固定，直接的肌毒性，电解质 

失衡，肌细胞内低钾，高磷，最终导致肌细胞破坏  ̈。 

当重度缺钾，肌肉收缩时就因Na 一K 泵活性降低， 

不能从细胞内释放出足够的K 使血管扩张，导致 

骨骼肌缺血，tltt)]$内钙超负荷状态，从而出现肌肉痉 

挛、坏死甚至横纹肌溶解⋯J。此病例横纹肌溶解与 

低钾相互影响，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横纹肌溶血 

症的治疗原则 为迅速纠正酸中毒；早期血液透 

析；纠正脱水，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碱化尿液，活血化 

瘀，保护肾脏；及时恢复血流，减少肌肉损伤，纠正低 

血容量，预防感染，切除坏死肌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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