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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凝血指标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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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期妇女凝血指标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北京普利生
!)***3-

全自动凝

血分析仪!对
B**

例妊娠期妇女和
:*

例健康育龄非妊娠期妇女进行凝血酶原时间"

/1

#&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

"

-/11

#&凝血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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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

.TR

#&

TX4

值的检测和比较$根据临床诊断将健康妊娠期妇女分为健康

妊娠组&妊娠糖尿病组&妊娠高血压组!并对分组数据进行统计比较$结果
!

与健康育龄非孕妇女比较!妊娠期妇女

/1

&

-/11

和
TX4

值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

"

*8*B

#!

.TR

值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8*B

#!两组
11

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8*B

#%统计显示妊娠糖尿病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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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妊娠高血压

组
/1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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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妊娠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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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妊娠期妇女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孕妇

临产前进行凝血功能检测对预防和早期治疗产科并发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妊娠%

!

凝血功能%

!

临床意义%

!

糖尿病%

!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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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是妇女的一段特殊生理过程#妊娠
(

周开始妊娠妇女

血液中凝血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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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和
g

逐渐增多#胎盘产生

的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增多#产科意外$胎盘早期剥离 *宫

内死胎 *羊水栓塞等%时#易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6T!

%)特

别是当妊娠伴有其他的疾病时更加易于出现威胁产妇和胎儿

的凝血状态的改变#在产前检查时对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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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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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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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维蛋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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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测定用于探讨妊娠期凝血功能的变

化#避免出现手术期意外的发生)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妊娠组
B**

例为#

)*''

年
'

!

,

月在本院产

科门诊及住院待产的妊娠妇女#年龄
)*

!

A*

岁#孕周
)*

!

A*

周#心*肝*肾功能均正常#无出血性疾病及血栓性疾病史#未服

用过任何药物)健康对照组为来自本院健康体检的育龄非妊

娠妇女
:*

例#年龄
)*

!

(B

岁#体检各项指标均正常#无出血性

疾病及血栓性疾病史)根据临床诊断对
B**

例妊娠期患者按

妊娠并发症分为
(

组!健康妊娠组
((*

例#妊娠糖尿病组
B*

例#妊娠高血压组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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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采用北京普利生
!)***3-

全自动凝血分

析仪#同时使用普利生原装试剂盒#每天用高*低值质控品随患

者标本进行测试作为室内质控#结果均在控)

$8'

!

方法
!

受试者清晨空腹使用凝血功能专用抗凝管采血

)8*J7

#

)***2

"

J&$

离心
'*J&$

#分离血浆)血浆无脂血*溶

血及黄疸现象)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分别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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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0全国
T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第
(

版%公式计算)所有标本均在采集后
)0

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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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采用
Q/QQ'(8*

统计软件包#采用
7

检验)

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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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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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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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组与健康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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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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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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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检测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见#与健康育龄非孕妇女比较#妊

娠期妇女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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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X4

值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TR

值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
11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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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妊娠组*妊娠糖尿病组及妊娠高血压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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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检测结果见表
)

)从表
)

中可见妊娠糖尿病

组
/1

*

.TR

与健康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妊娠高血压组

/1

*

-/11

*

.TR

与健康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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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与健康对照组凝血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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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8)P*8CB '8'P*8'* (*8BP(8( '(8CP'8' )8@:P*8C

妊娠组
B**

'*8C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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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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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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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健康妊娠组与妊娠糖尿病组)妊娠高血压组的凝血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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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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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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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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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妊娠组
((* ''8BP*8C, '8**P*8*C )C8@P)8, '(8BP*8@@ (8B@P'8(

妊娠糖尿病组
B*

@8)P'8B

%

*8C@P*8'*

%

)C8,P(8*

)

'(8AP'8*(

)

A8A)P*8@(

%

妊娠高血压组
')*

@8BP*8@'

%

*8@)P*8*@

%

)A8,P(8A

%

'(8,P*8@)

)

(8C@P*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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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妊娠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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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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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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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妊娠期机体凝血*抗凝和纤溶功能发生改变#表现为凝血

功能增强#抗凝*纤溶功能减弱#出现所谓妊娠期高凝状态)这

一妊娠期生理变化为产后快速*有效止血提供了物质基础#但

也是导致妊娠期血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并可能与多种产科疾

病#如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娠糖尿病等有关)

/1

是检测外源

性凝血系统凝血因子常用的筛选实验项目#能反映体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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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缺乏而引起的出血倾向(

-/11

能反映内源性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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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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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

0

*

1

因子的水平+

'

,

(

.TR

是血浆中含量较高的一种

糖蛋白#是凝血途径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血栓形成性疾病的

诊断指标)有研究表明#妊娠妇女体内
.TR

的合成随着孕周的

增加而增多#同时纤溶酶原含量增加#但纤溶酶原激活物活性

下降而其抑制物水平升高#胎盘绒毛合成体细胞分泌的胎盘蛋

白的水平增高#抑制了纤溶酶的活性#使其体内纤溶活力相对

减弱#从而使
.TR

降解减少#

.TR

含量相对增高#导致孕妇的血

液处于高凝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防止分娩时过多出血#并为

产后止血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种高凝状态一旦有产科诱发

因素存在容易发展成
6T!

+

)

,

)而孕妇在分娩过程中及产后往

往伴有大量出血#极易引起急性
6T!

和血栓栓塞性疾病在产

前进行凝血功能检查是很有必要的)血凝指标的分析显示#妊

娠期妇女的
-/11

*

/1

明显低于非妊娠育龄妇女#而
.TR

明显

高于非妊娠育龄妇女#与苏丽艳+

(

,报道相符)妊娠高血压综合

征孕妇存在着凝血及纤溶系统失衡的因素+

A

,

#比健康妊娠妇女

更具有血栓形成的倾向)妊娠高血压组血浆
/1

*

-/11

水平

明显降低#

.TR

水平则显著升高#且此类凝血因子水平变化与

病情发展的程度相平行#机体处于血栓前状态#应警惕子痫的

发生)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小板与纤溶系统功能的紊乱#是并发

血栓性疾病的重要原因)因此敏感*特异*有效的检测凝血功

能和纤溶活性改变等指标)对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缓解或者延

迟并发症#降低围产期孕产妇以及围产儿的病死率发生有重要

意义)

总之#临产孕妇产前联合检测凝血指标#对及时发现其凝

血系统功能障碍#预防产后出血*

6T!

及某些血栓疾病的发生#

保护母婴平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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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患者血脂水平分析

杜纪恩'

!李贵芳)

"

'8

贵州省水城矿务局总院输血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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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医院检验科!贵阳
!

BB***)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肝病患者血脂水平变化及其临床价值$方法
!

对
'BB

例不同类型肝病患者与
A*

例健康

者的血脂水平进行检测!包括血清三酰甘油"

1"

#&总胆固醇"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5673!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7673!

#&载脂蛋白
-'

"

-

G

<-'

#&载脂蛋白
R

"

-

G

<R

#!同时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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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1R&7

#及

总胆汁酸"

1R-

#等肝功能指标$结果
!

1!

除肝恶性肿瘤组以外!其他肝病组结果较对照组明显偏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8*'

#%

1"

在急性肝炎时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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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肝病时也有增高或降低!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673!

在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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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硬化组较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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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炎组也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其余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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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组的下降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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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肝硬化时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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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血脂指标的测定可以反

映肝脏的功能状态!对肝脏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辅助价值$结论
!

血脂和肝功能的联合检测对不同

肝病患者的检测有临床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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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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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肝炎%

!

慢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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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脂类代谢的重要器官#它参与脂类吸收*蛋白质*中

性脂肪和磷脂合成*分解与代谢#胆固醇代谢等#正常的肝脏功

能能够维持体内脂类代谢的相对平衡)而当肝脏功能受损时

就会发生脂类物质代谢的异常#从而导致血脂浓度发生改变)

因此#研究肝病患者血脂水平的变化#对肝脏疾病的诊断*治疗

和预后判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

)本文旨在探讨不同肝病患

者血脂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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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本文观察资料均为
)**@

年
'

!

'*

月在贵州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住院的肝病患者)其中急性肝炎组
)@

例#

男
)'

例#女
C

例#年龄
:

!

BC

岁#平均
()

岁(慢性肝炎组
AC

例#男
((

例#女
'B

例#年龄
')

!

:)

岁#平均
(C

岁(肝硬化组
A,

例#男
()

例#女
'A

例#年龄
',

!

:B

岁#平均
B'

岁(肝恶性肿瘤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C,

岁#平均
B,

岁(对照组
A*

例#均为医院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CA

岁#

平均
A:

岁)

$8/

!

标本采集
!

患者常规饮食#采血前
'H

无异常高脂饮食

及饮酒#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

)0

内分离血清#当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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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三酰甘油$

1"

%*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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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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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7673!

%*载脂蛋白

-'

$

-

G

<-'

%*载脂蛋白
R

$

-

G

<R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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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胆红素$

1R&7

%均为
;̂

+

J

G

F%

公司原装试剂#其中
1R&7

为重氮

法#

-

G

<-'

#

-

G

<R

为免疫比浊法#其余为酶法#总胆固醇$

1R-

%

为日本一化公司生产的循环酶法试剂盒#校准品用
;̂

+

J

G

F%

原

装#仪器为日本
;̂

+

J

G

F%-ZB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项目测

定均按实验室
Q̂ /

操作#每天做室内质控均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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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各组结果均以
CP@

表示#组间显著性比较

用采用
7

检验#以
!

"

*8*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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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肝炎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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