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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栓塞是指在循环血流中出现脂肪滴并阻塞小血
管 [1]。 若脂肪颗粒堵塞血管腔后，而引起的机体一系列病
理生理改变，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称之为脂肪栓塞综合
征。 脂肪栓塞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从无明显临床
症状到轻微体征，甚至猝死。 有研究通过尸检证实，在外
伤患者中，脂肪栓塞的发病率高达 80%，但出现临床症状
者只有 5%~12%[2]。 而非外伤性脂肪栓塞在实际中也不少
见[3]。 笔者回顾 2007 年 1 月—2017 年 12月鉴定工作中遇
到 11 例脂肪栓塞死亡的案件， 分析脂肪栓塞的栓子来
源，临床表现和死亡机制，总结脂肪栓塞的法医学鉴定思

路及要点。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某司法鉴定中心 11个脂肪栓塞案例，男性 9例，
女性 2 例，年龄 21~69 岁。 棍棒打击伤 7 例，其中单纯大
片软组织挫伤 3 例，骨折伴软组织挫伤 4 例；交通事故骨
折 2 例；另 2 例尸表未检见外伤，上述案件均在出现损伤
后 48 h 内死亡。所有死者身份明确，家属均同意做病理解
剖及组织形态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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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染色

组织标本经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取 4 μm 厚切
片，苏木素-伊红染色[4]，进行常规组织病理学观察。

1.3脂肪染色

试剂配置：苏丹Ⅳ染液：苏丹Ⅳ2 g，丙酮 50 mL，70%
乙醇 50 mL。 将苏丹Ⅳ染液加入丙酮和乙醇后充分溶解，
使用时过滤。

染色步骤：①取材甲醛固定过的组织，用水洗后冰冻
切片，切片取 8~18 μm，用漂浮染色；②蒸馏水稍洗；③用
苏木素染液染核 1 min；④0.5%盐酸乙醇分化；⑤蒸馏水
中洗 1 min，返蓝；⑥蒸馏水稍洗；⑦70%乙醇中漂洗一下；
⑧苏丹Ⅳ染液中浸染 15 min，视染液配置时间，可缩短或
延长浸染时间；⑨70%乙醇中分化，尽量将多余的染液洗
去；⑩蒸馏水洗，在蒸馏水中将切片捞贴于载玻片上，用
滤纸将切片周围水分吸去，稍干后，用甘油明胶封片[4]。

选取肝细胞脂肪变性的肝组织做阳性对照， 明确无
脂肪栓塞的肺组织做阴性对照。

2 结果

2.1肺组织显微镜检查

HE切片观察，11 例均见大量肺泡壁毛细血管管腔圆
润、饱满、清亮（图 1）。肺组织经苏丹Ⅳ染色，血管内见圆形
橘红色脂滴（图 2）。 据法医病理学肺脂肪栓塞诊断标准所
示:用 100 倍计数 30 个视野，肺泡壁毛细血管内脂滴数均
大于 3 个，即达到重度程度。 我们按上述方法对肺组织脂
滴数进行量化，得出 100 倍视野下肺组织毛细血管内脂肪
栓子平均数量为 3.4 个，这与诊断标准重度程度相符合。

图 1 肺血管管腔圆润、清亮、饱满（HE ×400）

图 2 肺血管内见脂滴 (脂肪染色×400)

2.2其他组织显微镜检查

2例在脑白质血管（图 3）、肾小球毛细血管内见脂滴。
肝脂肪变性 6 例， 无外伤的 2例均有中重度肝脂肪变性，
且能观察到肝窦内存在游离脂滴（图 4）。

图 3 脑白质血管内见脂滴 (脂肪染色×400)

图 4 肝脂肪变性，肝窦内见脂滴(脂肪染色×100)

2.3肺、脑、肾组织内脂肪栓子数量量化

对所受检的 11 例死亡案例中肺、脑、肾脂肪栓子数
量分别进行统计并与相对应的栓子数量平均值进行计算
见表 1。

表 1 肺、脑、肾组织内脂肪栓子数量统计

2.4鉴定意见
结合案情及法医病理学检验结果综合分析，9 例符合

肺脂肪栓塞致死亡,2例符合肺、脑脂肪栓塞致死亡。

3讨论

脂肪栓塞最早是 1862 年由 zenker 所报道，经过多年
研究，发现在很多疾病中都有可能出现脂肪栓塞，主要包
括：骨折，软组织损伤，胰腺炎，糖尿病，体外循环，高海拔
病，镰状细胞病，癫痫，烧伤，吸脂术，脂肪肝等[5-6]。

3.1脂肪栓子的来源

对脂滴的来源主要有两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提出，机

受累器官 例数
栓子总数

（30 个视野）
栓子数量平均值

肺

脑
肾

11
2
2

1 122
156
150

3.4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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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外伤引起的骨髓组织或脂肪组织损伤， 使得这些组
织中的脂肪细胞被破坏，而后释放出脂滴，脂滴进入破裂
的小血管。 第二种理论认为，脂滴来源于血液循环中的血
脂，因自身疾病（如血脂过高）或在外界因素刺激下，机体
出现应激反应，引起代谢异常，从而改变了血液中的脂肪
乳化状态，过多乳糜颗粒聚集、凝集形成脂滴[7]。

该文 11 例案例中，9 例外伤案件的脂肪栓子来源用
第一种理论即可解释； 2 例无外伤史案件，被鉴定人存在
中重度肝脂肪变性，分析认为其血脂偏高，因此其脂肪栓
子的来源可用第二种理论解释。

3.2脂肪栓塞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死亡机制

根据脂肪栓子栓塞部位， 脂肪栓塞出现多种多样的
临床表现，具有诊断意义的主要临床特点有：呼吸功能障
碍，神经功能障碍和颈、胸部皮疹。 当直径大于 20 μm 的
脂肪栓子进入血循环的静脉系统后， 随着血流首先可引
起肺动脉分支、小动脉及毛细血管的栓塞 [1]。 若栓子栓塞
肺组织面积较大的话，即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等
临床表现， 若是短期大量脂滴 （9~20 g） 进入肺循环，使

75%肺循环面积受阻，可因窒息和急性右心功能衰竭而死
亡。 若直径是小于 20 μm 的脂滴栓子，其可通过肺泡壁毛
细血管经肺静脉至左心，进入体循环，引起全身器官的栓
塞， 最常见栓塞于脑血管。 当脂肪栓子栓塞脑组织的时
候，使脑组织血液循环障碍，引起大脑缺血缺氧，出现脑
水肿、 脑疝等表现， 并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死
亡。 皮疹的出现是因为血液中的脂肪酸造成血管内皮细
胞损伤，引起血管周围出血所致，多于起病后 24～36 h 出
现，皮疹一般在病程较长的案例中出现，且不参与死亡机
制，因此其意义主要在临床诊断。

该文结果显示，肺、脑、肾组织内均可见数量不等的
脂肪栓子， 其中肺组织毛细血管内脂肪栓子 30 个视野/
100 倍的平均数量为 3.4个， 符合法医病理学脂肪栓塞重
度诊断标准，即用 100 倍计数 30 个视野，平均值均大于 3
个。 证实肺脂肪栓塞是脂肪栓塞猝死者最常见的死亡原
因。 李国良等[8]学者对 81 例脂肪栓塞死亡案例进行分析，
发现其中 68 例案件仅在肺组织检见脂滴，与我们所研究
结果相同。

该文中只有 2 例脑血管内发现脂滴， 其中 1 例在家
被发现死亡，无病史记录。 而另 1 例病史记录其外伤入院
突发呼吸困难，发病后 1 h 昏迷，符合脂肪栓塞综合征呼
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的表现。 说明肺脂肪栓塞后导致迅速
死亡，因肺部血液循环骤停，所以肺毛细血管腔内常查见
脂肪栓子，而脑、肾等脏器常常无脂肪栓子。 一般来说，仅
直径 ＜20 μm 的脂滴可通过肺毛细血管腔进入体循环，此
时可阻塞于脑、肾等脏器更小的血管或毛细血管，导致中
枢神经系统或泌尿系统堵塞， 引起中枢神经或泌尿系统
的症状和体征。

目前，因为脂肪栓塞的机制并不完全清楚，脂肪栓塞
早期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明显，且无特异性检查方法，诊
断较为困难， 容易延误治疗脂肪栓塞综合征疾病的最佳
时机，从而增加患者发生猝死的发生率。 因此，脂肪栓塞
综合征的发病率虽 5%~12%，但愈后不良，死亡率高[7]。

脂肪栓塞综合征在临床确诊上较为困难， 因为该疾
病无典型病变特征的异质性疾病， 临床辅助检验和影像
检查中亦无特殊表现。 虽然该疾病在肺部影像表现中被
认为是非特异性的，但在胸部影像 CT 检查中，有疑似肺
脂肪栓塞患者的诊断均能起到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在
大多数情况下， 诊断该疾病时可以通过临床综合症状并
结合影像学表现来实现。 虽然胸部 CT 表现形式多样，而
以往经典文献均未进行分型， 仅描述以肺实质为主的影
像学表现，华群等 [9]学者对 69 例肺脂肪栓塞患者胸部 CT
表现进行归纳、分型，认为具有以下特点，具有一定的诊
断意义：①均表现为双肺多发或弥漫分布病灶，双肺各叶
均可累及；②肺泡型的Ⅰ型和Ⅱ型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
较轻微，吸收、恢复较快；③肺泡型的Ⅲ型具有典型的多
发性腺泡结节特点，常为类圆形，边缘较清楚、但欠光整，
常融合成大片状高密度影； ④肺泡型的Ⅳ型呈暴风雪样
改变； ⑤间质型表现为两肺广泛间质增厚， 重者呈蜂窝
状，边界相对较清；⑥混合型早期肺叶尖段及基底段小叶
间隔增厚，棉絮状较高密度影见于小叶中心区域；短期内
间质恢复正常，仅存肺泡内病灶。

针对脂肪栓塞的预防性治疗， 首先是保证有充分的
氧合作用和充足的通气量， 并同时保持血流动力学的稳
定。 大量研究显示，对创伤性患者预防性使用皮质类固醇
激素治疗，能有效降低肺脂肪栓塞发生的机率[10]。

3.3 法医学鉴定和分析

在日常法医病理鉴定中， 如遇因车祸或殴打致长骨
骨折后突发的死亡案例，比较容易想到存在脂肪栓塞。 若
是非外伤的案件，一般情况下不考虑脂肪栓塞。 另外，脂
肪栓塞一般发生突然，因其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常规组织学检查亦难以明确诊断， 通常需依赖于特殊染
色检查，因此易发生误诊、漏诊。根据上述 9例外伤性和 2
例非外伤性脂肪栓塞的案例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工作思
路，为全面掌握和正确诊断提供准确的有效保证。

3.3.1 案情资料的收集 对于脂肪栓塞猝死的案例，呼吸系

统的症状是其主要临床表现， 最先出现的症状常常是呼
吸浅快、呼吸困难等。 特别是对于有外伤、骨折的案例，若
突然出现呼吸困难、 意识丧失等肺和脑脏器功能障碍的
症状后猝死，应高度怀疑脂肪栓塞。 实际检案工作中，很
多外伤死亡案件并无病历资料记载， 又缺失现场堪查资
料，我们无法了解被鉴定人死亡前的症状。 但是在鉴定时
应考虑脂肪栓塞可能，并予以鉴别。

对于非创伤性的死亡案例，情况较为复杂。 需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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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鉴定人的原发疾病，若原患有胰腺炎，糖尿病、脂肪肝
等疾病，应考虑有脂肪栓塞可能。 当然若能了解被鉴定人
平时的血脂情况，则对鉴定的意义更大。

3.3.2 法医学检验及注意事项 案情及病史只是尸体解剖

前一般情况的了解， 然而最重要的是提取全套脏器进行
显微镜下的检查。 当鉴定时如果未能发现其他解释死因
的病变，且怀疑脂肪栓塞的案例（如有骨折、软组织挫伤
的案例， 或者在尸检中发现有脂肪肝等怀疑血脂异常的
案例），应仔细检查肺的切片，是否能见到肺血管管腔圆
润、清亮、饱满。 当然最终确定，还需取材作冰冻切片进行
脂肪染色。 然后进一步确定肺脂肪栓子数量，如达到重度
程度，可以明确系肺脂肪栓塞致死。

笔者把近几年在实际检案工作中， 所遇到有关脂肪
栓塞致死案例，总结归纳出几点注意事项，供同行参考。
①对于大片软组织挫伤、骨折的猝死案例，应高度怀疑脂
肪栓塞。 单纯骨折或骨折合并软组织损伤是脂肪栓塞死
亡的常见原因， 一般机体损伤在伤后 48 h 内发生脂肪栓
塞致死者居多， 原因是机体损伤后大量脂肪细胞或脂滴
在 48 h 内进入血液， 而机体尚不能及时清除这些脂肪细
胞或脂滴，致使它们栓塞在肺、肾、脑等重要脏器；而损伤
48 h 后进入血液的脂肪细胞或脂滴， 被机体激活的脂酶
和巨噬细胞所吞噬吸收而减少， 则发生脂肪栓塞的可能
性减少。 ②外伤伴有出血，应与失血性休克鉴别，需进一
步对出血量及栓子量进行分析，确认其主要死亡原因。 若
尸检时若仅见口唇及指甲发绀、睑结膜下点状出血、皮肤

出血点、 心外膜出血点及肺浆膜下出血点等一般猝死表
现， 则应当仔细进行尸体检验， 首先排除机械性损伤窒
息、失血性和创伤性休克及挤压综合征等致死原因。 ③对
于非创伤性的猝死案例，先了解被鉴定人的原发疾病，若
检见患有原发的心血管、神经系统等方面疾病，应先考虑
原发性疾病猝死。 ④若在肺血管内发现脂肪栓子，还应检
查肺内栓子量的多少， 是否进入肺内的脂肪栓子足够能
引起猝死。 ⑤日常生活动检案中，法医鉴定工作经常需要
鉴别损伤与脂肪栓塞致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脂肪栓塞
所致死亡与损伤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是损伤直接导致脂
肪栓塞的发生，还是间接引起脂肪栓塞，进而导致死亡，
这都是法医鉴定工作中的难点， 因鉴定意见对刑事案件
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

另外，脂肪染色不同于普通 HE 染色，需采用冰冻切
片和漂浮染色技术， 因此在脂肪染色的操作过程中我们
也归纳了几点注意事项。 ①因取材的肺组织已经过甲醛
固定，在冰冻切片时极易碎裂，操作时应认真、仔细，特别
是在包埋剂包埋肺组织时，可轻轻挤压肺组织，使空气挤
出肺泡，同时也可使肺泡内吸入包埋剂，这样可减低切片
的难度。 ②切片染色时，要严格用漂浮染色的方法操作。
我们曾对漂染和贴附切片上染色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发
现贴附在切片上染色易产生假阳性， 影响鉴定结果的准
确性。 ③在我们实验室是使用苏丹Ⅳ进行脂肪染色，但苏
丹Ⅳ染液有一定有效期，若染色后脂滴颜色较淡，需重新
配置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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