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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联合应用血液灌流与血液透析治疗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 CD8+CD28-T 细胞水平

及全身炎症状态的影响。

方法：选择 2013 年 2 月—9 月收治的确诊为 SAP 的患者 52 例，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

组接受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比较两组治疗 24 h

后血清中 CD8+CD28-T 细胞、炎症因子、淀粉酶水平，以及两组临床症状恢复情况。

结果：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各项实验室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 24 h 后，两

组患者血清中 CD8+CD28-T 细胞水平、抑炎因子水平均明显升高，而促炎因子及淀粉酶水平均明显

降低，但观察组所有指标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临床症状恢复时间、胃

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均 P<0.05），两组体温恢复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联合应用血液灌流与血液透析治疗可有效提高 SAP 患者 CD8+CD28-T 细胞水平抑制全身炎症

反应，加快病情恢复。                                                      [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 2014, 23(3):3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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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hemoperfusion plus hemodialysis on CD8+CD28– T cells and systemic 
inflammatory state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Methods: Fifty-two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from February to September 2013 with confirmed SAP were 

selected, and equally randomized into observation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ose in observational group underwent hemoperfusion plus hemodialysis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routine treatment. The serum levels of CD8+CD28– T cells,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amylase after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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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SAP）进展极为快速，患者

通常有多种临床表现。其中相对严重的一种并发症

是 系 统 性 炎 性 反 应 综 合 征（SIRS）， 该 并 发 症 一

旦出现，则极易导致患者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

征（MODS）。故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通过免疫的

角度对 SAP 进行治疗，并在动物研究上获得了一

定的成功，但尚缺乏足够的临床观察数据。本文在

治疗 SAP 患者的过程中，通过联合应用血液灌流

与 透 析 达 到 控 制 炎 性 指 标、 提 高 抑 制 性 T 细 胞 的

水平的目的，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择 2013 年 2 月 —2013 年 9 月 期 间 我 科 收

治 的 确 诊 为 SAP 的 患 者 共 52 例 入 组， 所 有 患 者

诊 断 均 满 足“SAP 诊 治 规 范” 中 相 关 内 容， 入 院

前 对 上 腹 部 行 影 像 学 检 察 结 果 提 示 部 分 胰 腺 组 织

发生坏死。排除标准：⑴ 患者合并有免疫疾病； 

⑵ 最 近 3 个 月 服 用 免 疫 抑 制 剂。 将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观 察 组 与 对 照 组（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观 察 组 中

男 性 18 例， 女 性 8 例， 年 龄 33~68 岁， 平 均 年 龄

（51.7±13.2）岁；对照组中男性 20 例，女性 6 例， 

年 龄 3~65 岁， 平 均 年 龄（46.7±11.2） 岁。 本

研 究 中 所 有 患 者 的 治 疗 相 关 情 况 均 告 知 患 者 及 家

属， 并 签 署 知 情 同 意 书。 两 组 患 者 中 性 别 比 例、

平 均 年 龄 以 及 病 情 等 方 面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均

P>0.05）， 具 有 可 比 性。 本 研 究 方 案 经 上 报 医 院

伦理委员会论证通过后实施。

1.2  治疗方法

两 组 均 禁 食 水 以 及 持 续 胃 肠 减 压， 同 时 给 与

针 对 感 染、 休 克 以 及 维 持 酸 碱 电 解 质 平 衡 等 的 治

疗。观察组加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所用器械：

透 析 机（ 费 森 尤 斯 4008s），300 mL 大 孔 树 脂 灌

流器（利珠医用材料公司，HA 型）。患者在常规

治 疗 的 基 础 上 早 期 即 给 予 血 液 灌 流 与 透 析。 按 照

Seldeinper 技术的相关要求，建立血管通路，给予

首剂肝素 1.0 mg/kg，治疗期间每小时追加 1 次，

12 mg/ 次， 若 发 现 患 者 出 现 出 血 倾 向 则 及 时 更 换

为分子量相对较低的肝素。根据患者病情制定治疗

计 划， 通 常 需 治 疗 1~3 次。 合 并 急 性 肾 衰 竭 的 患

者在联合治疗 3 次后需继续血液透析直至多尿期。

1.3  观察指标

疗效观察指标包括患者血清中 CD8+CD28- 抑

制 性 T 细 胞， 细 胞 因 子 白 介 素 10（IL-10） 和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β1（TGF-β1） 的 含 量（Beckman 

coulter cell 流 式 细 胞 仪 测 定）。 分 别 在 治 疗 前 后

检测并记录两组患者的淀粉酶（AMS）、C 反应蛋

白（CRP） 以 及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TNF-α） 在 血

清中浓度水平的改变。记录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如腹

胀、腹痛等消失的时间以及恢复肠蠕动的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Excel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

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treatment, and the recovery patterns of clinical symptom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laboratory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ll P>0.05). After 24-h treatment, the serum levels of CD8+CD28– T cells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the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mylas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but all the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all the parameters in observational group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time to disappearance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bowel function recovery,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observational group were all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0.05), whil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time for body temperature 

recov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hemoperfusion plus hemodialysis can effectively heighten the levels of CD8+CD28– T cells 

and inhibit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SAP patients, and thereby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 2014, 23(3):3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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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实验室检查指标改变

治 疗 前 两 组间 各 项 指 标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均 P>0.05）。治 疗 后 24 h，观 察 组 患 者 血 清 中

CD8+CD28-T 细胞的含量上升至（17.80±4.82）%，

IL -10 上 升 至（7.14±1.88）%，TGF-β1 上

升 至（12.82±3.70）%； 对 照 组 组 患 者 血 清 中

CD8+CD28-T 细 胞 含 量 上 升 至（11.62±4.18）%，

IL-10 上 升 至（3.19±1.52）%，TGF-β1 上 升 至

（7.91±2.93）%。 观 察 组 以 上 指 标 上 升 程 度 均

高 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的 AMS 含量下降

至（78±32）U/L，CRP 含 量 下 降 至（10±4）mg/L，

TNF-α 下降至（52±11）ng/L；对照组的 AMS 含量下

降至（168±53）U/L，CRP 含量下降至（20±9）mg/L，

TNF-α 下降至（138±34）ng/L。观察组以上指标

降低程度均大于对照组（均 P<0.05）（表 1）。

2.2  两组患者恢复情况比较

观 察 组 的 临 床 症 状 平 均 消 失 时 间 为（4.20± 

0.71）d， 肠 蠕 动 恢 复 时 间 为（3.16±0.51）d， 住

院 总 时 间（8.16±1.18）d；对 照 组 临 床 症 状 平 均

消 失 时 间 为（8.06±1.34）d，肠 蠕 动 恢 复 时 间 为

（5.91±0.82）d，住院 总 时 间（15.13±3.07）d，

观 察 组 以 上 指 标 恢 复 时 间 均 明 显 短 于 对 照 组（均

P<0.05）。两组平均体温恢复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恢复情况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recovery grad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临床症状消

失时间（d）
体温恢复

时间（d）
肠蠕动恢复
时间（d）

住院总时间
（d）

观察组 4.20±0.71 2.90±0.36 3.16±0.51 8.16±1.18
对照组 8.06±1.34 3.22±1.84 5.91±0.82 15.13±3.07

t 7.158 0.863 4.815 10.184
P <0.05 >0.05 <0.05 <0.05

3　讨　论

SAP 是 一 类 较 为 凶 险 的 疾 病， 在 病 变 早 期，

其 中 的 胰 酶 即 被 激 活， 这 些 酶 的 异 常 活 化 可 对 胰

腺细胞造成损伤，表现为局限在胰腺的炎性反应，

而 其 中 产 生 的 炎 细 胞 一 方 面 有 利 于 局 部 杀 灭 微 生

物，另一方面，过多的炎性细胞释放进入循环血中

可造成患者弥漫性组织损伤和多脏器损伤 [1]。大量

临 床 资 料 [2] 显 示， 患 者 体 内 所 产 生 的 过 多 炎 性 介

质 对 SIRS、CARS 以 及 MARS 等 全 身 范 围 的 综 合

征 的 发 生 有 明 显 的 影 响。 其 原 因 在 于 过 多 的 炎 性

介质进入循环后引起免疫抑制以及内环境的改变，

从而导致机体发生以上一系列的病理改变 [3]。按照

常 规 的 方 法 进 行 抗 感 染 治 疗 联 合 调 节 患 者 免 疫 有

一定的效果，但通常预后不太理想 [4]。

患 者 免 疫 状 态 可 通 过 T 淋 巴 细 胞 亚 群 的 状 况

所反映出来。CD8+T 细胞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

杀伤性 T 细胞，这类 T 细胞表达 CD28+；另一类则

被称为抑制性 T 细胞，这类 T 细胞则表达 CD28-[5]。

后者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表达 CD28+[6]。正常情

况 下 这 两 种 T 细 胞 在 机 体 内 处 于 一 个 动 态 平 衡 的

状 态， 该 状 态 的 维 持 对 于 抑 制 肿 瘤 的 发 生、 免 疫

性以及炎症性疾病的发生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 [7]

表明 SAP 患者的抑制性 T 细胞在血清中的含量下

降可能与以下机制有关：患者发生 SAP 时，胰腺

中的大量酶原被激活，导致胰腺组织发生溶解，同

时刺激 TNF 的生成和释放，加上单核巨细胞被过

度 激 活 后 亦 会 分 泌 出 大 量 的 TNF， 较 为 严 重 的 免

疫 反 应 会 消 耗 大 量 的 抑 制 性 免 疫 细 胞 以 及 相 应 的

表 1　两组实验室检查指标改变情况
Table 1　Changes of laboratory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组别
CD8+CD28- T 细胞（%） IL-10（%） TGF-β1（%） AMS（U/L） CRP（mg/L） TNF-α（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18±1.76 17.80±4.82 1.93±0.74 7.14±1.88 4.06±2.04 12.82±3.70 402±116 78±32 91±30 10±4 253±48 52±11
对照组 6.83±2.05 11.62±4.18 2.06±1.01 3.19±1.52 4.40±1.48 7.91±2.93 395±96 168±53 88±24 20±9 234±44 138±34

t -0.864 5.975 -0.486 6.821 -0.085 4.845 0.942 -12.845 0.843 -5.976 0.795 -6.51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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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 因 子 [8]。 故 临 床 上 对 SAP 患 者 行 实 验 室 检 查

可查见血清中免疫性细胞含量明显下降。

随 着 近 些 年 血 液 灌 流 所 用 的 吸 附 材 料 的 日 益

发展，行血液灌流治疗可血液中的 TNF 以及 IL 等

物质，有效减少这些炎性物质对机体内组织器官所

造 成 的 损 伤， 进 一 步 可 避 免 这 些 组 织 器 官 的 可 能

产生的二次打击 [9]，故利于控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以 及 并 发 症 发 生 后 的 恢 复。 另 一 方 面， 行 血 液 透

析 对 存 在 于 患 者 血 液 中 的 外 源 性 抗 原 物 质 以 及 内

源 性 的 炎 性 物 质 亦 有 清 除 效 果， 减 轻 患 者 免 疫 系

统 被 过 度 激 活 的 概 率， 减 少 对 胰 腺 和 其 他 组 织 器

官的继发性损伤 [10]。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经

联 合 应 用 血 液 灌 流 与 血 液 透 析 治 疗 后 两 组 患 者 血

清 中 CD8+CD28-T 细 胞、IL-10、TGF-β1 的 含 量

均呈上升趋势，但观察组的平均上升程度均高于对

照组（均 P<0.05）。两组患者血清 AMS、CRP 及

TNF-α 含量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观察组的平

均 下 降 程 度 均 大 于 对 照 组（ 均 P<0.05）。 观 察 组

患者的临床症状平均消失时间、肠蠕动恢复时间以

及住院总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综 上， 联 合 应 用 血 液 灌 流 与 血 液 透 析 在 SAP

治疗中对增加 CD8+CD28-T 细胞在血清中的含量有

明显的促进效果，有利于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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