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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临产孕妇血浆
Z.

二聚体 纤维蛋白原及抗凝血酶
-

检测的临床意义

杜建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本部检验科!苏州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临产孕妇血浆
Z.

二聚体"

Z.Z

#%纤维蛋白原"

Y:E

#及抗凝血酶
-

"

-/.

-

#的检测结果与产

后出血的关系$方法
!

采用
L

@

>C1]O-!###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
&*(

例产后出血的临产孕妇及
$("

例正常生

产的临产孕妇血浆
Z.Z

%

Y:E

及
-/.

-

的结果并进行比较$结果
!

&*(

例产后出血的临产孕妇与
$("

例正常生产的

临产孕妇比较发现!产后出血的临产孕妇血浆
Z.Z

的检测结果明显高于正常生产的临产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6

$

#+#'

#&

Y:E

及
-/.

-

的检测结果明显低于正常生产的临产孕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6

$

#+#'

#$结论
!

临产

孕妇血浆
Z.Z

%

Y:E

及
-/.

-

的检测对产后出血及其并发血栓栓塞性疾病的预测%预防和及时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关键词#

!

产后出血&

!

Z.

二聚体&

!

纤维蛋白原&

!

抗凝血酶
-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产后出血是分娩期严重的并发症#居我国目前孕产妇死亡

原因的首位#其发生率占分娩总数的
$,

!

),

*

&

+

,产后出血

极易导致血栓栓塞性疾病的发生#对产妇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据文献报道#我国孕产妇死亡中有
"*+*,

孕妇死于产

后出血#其中产后出血占产科出血死亡构成比的
(%+(,

*

$

+

,

本文对临产孕妇血浆
Z.

二聚体$

Z.Z

%)纤维蛋白原$

Y:E

%及抗

凝血酶
-

$

-/.

-

%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对临产孕

妇产后出血及其并发血栓栓塞性疾病的预测)预防和及时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产后出血组!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经临床诊断为产后出血的临产孕妇共
&*(

例#年龄
$#

!

"'

岁,$

$

%正常生产组!随机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经临床诊断无产后并发症的临产孕妇共
$("

例#年龄
$#

!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本
L

@

>C1]O-!###

全自动血凝分

析仪#所用试剂均为仪器配套
Z-ZR[RÙ IDH

试剂,每天

室内质控均为在控,

$+'

!

方法
!

使用一次性
[Z

血凝专用真空采血管#抽取临产

孕妇产前肘静脉血
$+%CN

与
[Z

血凝管内
&#*CC04

"

N

枸橼

酸钠按
*f&

比例混合#

)###?

"

C:;

离心
'C:;

后检测血浆
Z.

Z

)

Y:E

及
-/.

-

的结果#所有标本均在采血后
$7

内检测

完毕,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配对
=

检验及
=h

检验#运用四川大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学教研室设计的
XRKL)+&

统计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

!

结
!!

果

产后出血组
Z.Z

检测结果明显高于正常生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6

$

#+#'

%(血浆
Y:E

及
-/.

-

的检测结果明显低

于正常生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6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浆
Z.Z

)

Y:E

及
-/.

-

检测结果

组别
Z.Z

$

&

=

"

N

%

Y:E

$

=

"

N

%

-/.

-

$

,

%

产后出血组
*#'+&#c"&(+"& )+)!c#+*! (&+&(c$#+*!

正常生产组
'$!+&*c)&'+$( )+!$c#+%) (*+(&c&%+'$

6

$

#+#'

$

#+#'

$

#+#'

'

!

讨
!!

论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凝血和抗凝血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

态#促进和抑制血液凝固的物质相互作用和制约#构成了凝血

机制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妊娠是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其凝血

因子
'

)

.

)

/

)

0

)

1

)

2

等可升高到原水平的
&'#,

!

'##,

*

)

+

#致使抗凝功能相对减弱#凝血和抗凝血机制发生变

化#导致生理性高凝状态#这种过度高凝状态是一种生理性保

护机制#可防止产时过量出血#但同时也是容易形成血栓的原

因之一,在该高凝状态下#由于产妇生产过程中一些诱发因素

的作用#易导致组织损伤#组织凝血活酶类促凝物质进入血液#

消耗大量的凝血因子#引起凝血功能障碍#致使产妇在生产过

程中及产后出现异常出血,

Z.Z

是血浆中的
Y:E

在凝血酶作用下形成纤维蛋白单体#

经因子
2-

3

交联后#由纤溶酶降解产生的特异性终末产物#

为继发性纤溶的特有代谢物#

Z.Z

能正确反映体内凝血酶和纤

溶酶活性*

"

+

,其含量的升高可反映体内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

Y:E

是一种糖蛋白#与凝血酶活性有关#是血栓开成的重要因

素之一*

'.!

+

#在凝血酶作用下水解形成肽
-

和肽
[

#最后形成不

溶性的纤维蛋白以止血,

Y:E

在血小板聚集过程起重要作用#

与血小板膜表面糖蛋白
'

E

"

-

3

结合介导血小板的聚集及黏

附反应#形成血小板聚集体#最终形成血栓,

-/.

-

是由肝脏

和血管内皮细胞合成的依赖肝素的丝氨酸蛋白酶抑制物#是人

体内最重要的凝血酶抑制剂#占血浆凝血酶抑制活性的

%',

*

%

+

#可抑制凝血酶的生成#也能直接与凝血酶结合#致使凝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3EK1AO4:;

!

D021CE1?$#&&

!

P04+(

!

D0+$&



血酶变性而失去生物活性#从而达到抗凝作用,

-/.

-

测定是

临床上评估高凝状态的良好指标#妊娠期由于
-/.

-

与活性高

的凝血因子结合形成复合物而被消耗降低#导致高凝状态的

出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出血的临产孕妇血浆
Z.Z

体水平

比正常生产的孕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

Y:E

及
-/.

-

水平均比正常生产的孕妇明显降低#差异也有统

计学意义$

6

$

#+#'

%,由此说明在临产孕妇中检测该
)

项指

标对预测产后出血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同时也说明产

后出血的临产孕妇比正常生产的孕妇体内具有更高的血栓形

成及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的倾向,因此#应高度重视临产孕妇

血浆
Z.Z

)

Y:E

及
-/.

-

的检测#为临床预测)预防和及时治疗

产后出血及其并发血栓栓塞性疾病提供参考依据#使临床能及

时采取预防性处理措施#降低临产孕妇的产后出血及其并发血

栓栓塞性疾病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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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计数与镜检的比较

吴金珠"福建省南平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对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计数与手工分类计数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迈瑞
.

[O'&(#

血细胞分析仪分类计数非正常细胞的能力和准确性$方法
!

对
(#

例体检者标本和
*'

例住院患者标本在

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分类计数白细胞后用手工分类计数!对二者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
!

(#

例体检者

标本的比较结果显示!除嗜酸%嗜碱粒细胞外其余细胞的分类计数结果与手工分类计数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

%

#+#'

#&

*'

例住院患者检测结果表明!除淋巴细胞外其余细胞的分类计数结果与手工分类计数结果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6

$

#+#'

#或相关性不好$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对异常细胞的分类计数存在一定的漏检和错误分类$

结论
!

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对正常细胞具有较好的分类计数能力与准确性!但对异常细胞只能提示为大而

未染色细胞!存在一定的漏检和错误分类$对这类细胞仪器还不能替代手工分类!只能通过手工分类才能得到准确

的结果!特别是对儿童及血液病患者这类细胞过氧化物酶发育不成熟或活性明显变化的人群除进行仪器分类外还

应进行手工分类!以免漏检和分类计数错误$

"关键词#

!

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

!

白细胞分类&

!

显微镜检查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迈瑞
.[O'&(#

五分类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应用半导体激光

流式细胞技术和荧光技术#进行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在白

细胞分类计数方面#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是以细胞化学

分析法#通过嗜碱"核分叶和过氧化物
$

个通道进行分类及计

数*

&

+

,为充分了解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对白细胞分类

计数的分析性能#作者对本院住院患者的全血标本进行了血细

胞分析仪白细胞分类与人工显微镜下分类的比较#并对结果进

行统计学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健康体检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住院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住院的
*'

例患者包括
'#

例儿童#

"'

例成人,

$#

例为可疑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

$+/

!

仪器
!

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谱利生
KI-$###

医

学显微图像分析系统#日本奥林巴斯显微镜,

$+'

!

试剂材料
!

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原装配套试剂及

其质控物#瑞氏染色液$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含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RZ/-._

$

%抗凝剂的一次性真空采血管

$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产品%,

$+1

!

方法

$+1+$

!

标本采集
!

对体检者)住院患者的顺利采集静脉血
$

CN

#立即注入含
RZ/-._

$

的抗凝管中#颠倒混匀
(

次,

$+1+/

!

血细胞分析
!

采用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

测#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执行#测定前先对质控物进行检测#结果

在靶值之内,将抗凝血标本用迈瑞
.[O'&(#

血细胞分析仪进

行血细胞分析#所有测试在采血后
"7

内完成,血细胞分析仪

提示有大而未染色细胞百分比异常做好记录,

$+1+'

!

人工白细胞分类
!

取抗凝血标本制备血涂片#用瑞氏

液进行染色#染色深浅适中,分类时选择血片体尾交接处#细

胞展开良好)分散均匀的部位#分类计数
&##

个白细胞*

$

+

,镜

下所观察的内容为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粒细

胞)嗜碱粒细胞等各类细胞#同时注意观察是否存在异常细胞)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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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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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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