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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恶性肿瘤患者血栓性栓塞的发生(诊断及预防$方法
!

分析
!$

例恶性肿瘤患者发生血栓

性栓塞的情况及处理后的康复情况$结果
!

!$

例患者发生血栓性栓塞后!积极采用改善微循环治疗'其中有
"$

例

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钠和其他抗凝治疗!肢体肿胀完全或部分缓解'不能耐受低分子肝素钠治疗的患者!肢体肿胀

情况无改善$说明低分子肝素钠在恶性肿瘤患者发生血栓性栓塞后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结论
!

恶性肿瘤患者

中存在凝血异常很普遍!血栓或血栓前状态有利于癌栓形成和转移$恶性肿瘤患者多数是血栓性栓塞与肿瘤栓塞

同时存在$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血栓的预防治疗!对于减少癌栓形成及癌栓栓塞是有利的!可使用小剂量低分子肝

素钠进行血栓预防$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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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目前的常见病,多发病#恶性肿瘤患者存在凝

血异常很普遍#有可能发生血栓性栓塞)近年来本科室收治的

恶性肿瘤患者中有
!$

例发生血栓性栓塞#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恶性肿瘤患者发生血栓性栓塞#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例患者都有病

理资料#其中胃癌
&

例#直肠癌
.

例#胰腺癌
!

例#恶性淋巴瘤
#

例#原发性肝癌
"

例)

!$

例患者发生血栓性栓塞#均为静脉血

栓)下肢
"#

例#上肢
#

例#均为单侧肢体肿胀#经过彩色多普

勒检查确诊)辅助检查
!$

例患者都有凝血酶时间延长#血小

板计数在正常范围内)

>'?

!

治疗情况
!

根据患者全身情况#采用改善微循环治疗(其

中有
"$

例患者积极使用低分子肝素钠抗凝治疗)

?

!

结
!!

果

根据原发疾病和患者的全身情况及主要器官的功能状况#

!$

例患者中#

"$

例通过使用低分子肝素钠抗凝治疗和其他治

疗#有
/

例患者肢体肿胀完全消失#活动恢复正常#

&

例患者肢

体肿胀减轻#疼痛缓解(另外
"$

例患者由于全身情况较差#不

能耐受低分子肝素钠治疗#仅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肢体肿胀

情况无改善)

@

!

讨
!!

论

血栓形成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血液有形成分&多数为血小

板'在血管形成栓子#造成血管部分或完全堵塞,相应部位血供

障碍的病理过程)依据血栓组成成分可分为血小板血栓,红细

胞血栓,纤维蛋白血栓,混合血栓等
&

种)按血管种类可分为

动脉性,静脉性及毛细血管性血栓)

本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迄今尚未完全阐明#近

年的研究表明血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主要与下列
/

种因素有

关!&

"

'血管内皮损伤(&

!

'血小板数量增加#活性增强(&

%

'血液

凝固性增高#在多种生理及病理状态下#人体凝血活性可显著

增强#表现为某些凝血因子水平升高或活性增强#如妊娠,高龄

及创伤感染等所致的应激反应,高脂血症,恶性肿瘤等)而高

凝状态是血栓性疾病的发病基础(&

&

'抗凝活性减低(&

#

'纤溶

活性降低(&

/

'血液流变学异常*

"

+

)癌症患者的凝血异常#临床

表现为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02Q

'#还可表现为动脉或静脉

血栓)

癌症患者
02Q

的机制相当复杂#可能由于血管内皮损伤,

组织损伤,红细胞与血小板的损伤等原因#使血液中凝血酶增

加#造成高凝状态#进而引起微循环中的广泛性栓塞)可以表

现为动脉或静脉血栓*

!

+

)

恶性肿瘤患者中存在凝血异常很普遍#有人对
"$.

例恶性

肿瘤患者的凝血功能检查结果显示#

,.[

的患者至少有一项凝

血指标能异常#其中最常见的为凝血酶时间延长,纤维蛋白原

和纤维蛋白裂解产物增加)

#$[

以上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增加)

其他凝血功能异常有!高纤维蛋白原#抗凝血酶
2

活性降低#血

浆中凝血因子
'

,

*

,

+

,

)

活力增加)

凝血异常常伴发于消化道肿瘤#特别是胰腺癌#有报道其

发生率为
-[

)其他常见伴发的肿瘤有肺癌,白血病#少见的

有乳腺癌)虽然很大一部分肿瘤患者的血液学检查显示高凝

血低纤维蛋白溶解状态#而临床表现出凝血异常的症状和体征

者却不多#发生率为
"[

!

""[

)主要临床表现为慢性凝血病

或
02Q

)慢性凝血病在临床上表现为血栓性静脉炎和血栓形

成#主要发生在颈部,四肢,躯干的浅静脉#阴茎静脉#还可表现

为无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伴有动脉血栓#如脑,肾,肠系膜,脾

和周围动脉血栓)

对于肿瘤患者发生凝血异常的原因尚无最终结论#目前认

为有如下
%

个!&

"

'肿瘤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害(&

!

'肿瘤细胞

激活血小板#从而启动了凝血过程(&

%

'肿瘤细胞及其分泌的因

子或坏死因子能激发内源和外源性凝血*

%

+

)

恶性肿瘤患者发生血栓性栓塞时需要与肿瘤栓塞相鉴别)

临床观察表明#癌症患者无论有无合并炎性反应均易发生静脉

内凝血)目前已有报道#

/$[

恶性肿瘤患者易并发血栓形成和

血液高凝状态)因此#当患者有器官栓塞表现时#既要考虑是

否为肿瘤栓塞#又要排除血栓栓塞的可能)然而#有时两种栓

塞在临床上鉴别十分困难)下列检查有助于血栓栓塞的诊断!

&

"

'静脉多普勒检查呈阳性(&

!

'其他部位有血栓形成#如上下

肢静脉,肝门静脉,下腔静脉,肾静脉等血栓性疾病)

近年来的研究资料提示#血栓或血栓前状态有利于癌栓形

成和转移)因此#对恶性肿瘤患者给予血栓预防措施#对于减

少癌栓形成及癌栓栓塞是有利的)具体方法可使用小剂量低

分子肝素钠,华发林等)尤其是低分子肝素钠#除具有普通肝

素钠的抗凝作用外#尚有抗血栓,长效,安全,出血发生率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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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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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比较临床常用
%

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

应用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

:T7b+2E9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TT9

#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8hE:

#

%

种梅毒血清

学检测方法!对
/-

例梅毒患者与
!-/,

例非梅毒患者进行梅毒检测!比较
%

种检测方法的真实性$结果
!

b+2E9

(

:TT9

和
:8hE:

检测梅毒患者的灵敏度分别为
,-'$[

(

,&'$[

(

.%'/[

!以
b+2E9

(

:TT9

法的灵敏度较高"

%

!

d

.'/""

!

!d$'$"%

#$

%

种方法的特异度分别为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d

$'$$$

#$结论
!

b+2E9

法敏感性(特异性最强!是目前梅毒血清学检测的首选方法$

!关键词"

!

梅毒'

!

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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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一种全身性,慢性传播疾

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和很强的致病性)梅毒螺旋体可侵犯全身

各脏器#造成多器官病变,功能失常,组织破坏甚至死亡)梅毒

患者是惟一传染源#早期梅毒有较强的传染性)目前检测梅毒

的方法主要有病原学,血清学方法#其中血清学检测又有多种

不同的方法*

"

+

)本文应用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T7b+2E9

',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TT9

',甲苯胺

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

:8hE:

'

%

种血清学试验#对手术

前患者的血清标本进行梅毒抗体筛查和结果评价#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标本!

!$$.

年
"

!

"!

月来本院就诊的骨

折与外伤等需要手术或输血前筛查的
!.%/

例患者血清标本)

&

!

'试剂!

:8hE:

试剂盒为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T7b+2E9

试剂盒为北京万泰生物技术公司产品(

:TT9

试剂

盒为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产品)

>'?

!

方法
!

试验操作步骤及结果判断均严格遵照试剂盒说明

书)使用上海荣盛
:8hE:

试剂盒检测
!.%/

例手术和输血

前患者的血清标本#检出阳性的标本再用北京万泰公司的
:T7

b+2E9

试剂盒,日本富士
:TT9

试剂盒进行重复检测#对每项

结果的阳性数与阴性数进行统计得出结论)

?

!

结
!!

果

?'>

!

患者一般情况
!

!.%/

例血清标本中经流行病学等方法

确诊的梅毒患者
/-

例#占
!'%/[

#非梅毒患者
!-/,

例#占

,-'/&[

)

:T7b+2E9

,

:TT9

和
:8hE:

检测梅毒患者血清阳

性率分别为
!'!,[

&

/#

"

!.%/

',

!'!![

&

/%

"

!.%/

'和
"',-[

&

#/

"

!.%/

')

?'?

!

%

种试验的灵敏度比较
!

:T7b+2E9

法的灵敏度为

,-'$[

&

/#

"

/-

'#

:TT9

法的灵敏度为
,&'$[

&

/%

"

/-

'#

:8hE:

法的灵敏度为
.%'/[

&

#/

"

/-

'#

%

种方法的灵敏度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d.'/""

#

!d$'$"%

'#经卡方分割发现#

:T7b+2E9

法和
:TT9

法的灵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

!d

$'/.$

'#以
:8hE:

法的灵敏度最低)可见#在上述
%

种方法

中#

:T7b+2E9

法和
:TT9

法的灵敏度较为一致#

:8hE:

法

的灵敏度最差#提示
:8hE:

法漏诊率&假阴性率'最高

&

"/'&[

')

?'@

!

%

种试验的特异度比较
!

:T7b+2E9

法的特异度为

,,'#[

&

!-##

"

!-/,

'#

:TT9

法的特异度为
,.'&[

&

!-!#

"

!-/,

'#

:8hE:

法的特异度为
,,'$[

&

!-&!

"

!-/,

'#

%

种方法

的特异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d$'$$$

'#经卡方

分割发现#

:T7b+2E9

,

:TT9

,

:8hE:%

种方法的特异度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特异度以
b+2E9

法最高#

:8hE:

法的特异度次之#

:TT9

法特异度最低*

!

+

)提示
:TT9

法误诊

率&假阳性率'最高&

"'/[

')

?'A

!

%

种试验的约登指数
!

约登指数是反应实验吻合性的综

合指标#

:T7b+2E9

法为
$',-

#

:TT9

法为
$',!

#

:8hE:

法的

约登指数为
$'.%

#约登指数愈大则真实性愈大)可见
%

种方

法中以
:T7b+2E9

法测定结果真实性最好)

@

!

讨
!!

论

早期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人类感染梅毒螺旋体后#血

清产生两种抗体#一种是非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是梅毒螺

旋体在破坏组织时释放的抗原性物质&心磷脂'刺激机体产生

的有抗体性质的反应素&抗心磷脂抗体'(一种是梅毒螺旋体特

异性抗体#包括
2

K

P

和
2

K

\

#检测这种抗体的试验称梅毒螺旋

体血清学试验#为确认试验#如
:TT9

,

:T7b+2E9

等)

:8hE:

检测的是反应素#在梅毒感染的不同时期检出率

差别较大)感染的最初
&

周内#由于机体产生的反应素不足#

无法用
:8hE:

检测出来#一般为阴性*

%

+

)

&

周后阳性率逐渐

升高至
"$[

!

%$[

#

/

!

.

周后达
"$$[

#经过治疗或晚期梅毒

反应素下降#有
!#[

自然转阴#治愈后
%

!

/

个月逐渐消失)

对梅毒潜伏期患者#由于血清中反应素很少#达不到
:8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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