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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股骨干骨折患者围手术期血液指标变化及其与下肢静脉血栓的相关性'方法
!

将该院

'&

例股骨干患者于手术前&术后
!

&

'

&

(:

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其凝血
@

项功能&血小板计数"

92A

%&

].

二聚体"

].

]

%&血液流变学指标&动脉血气分析!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患者术后
!

&

':

凝血酶原时间"

9A

%&凝血酶时间

"

AA

%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9AA

%!均较术前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纤维蛋白原"

,R\

%和
].]

在

整个围手术期呈进行性升高!术后第
'

天达峰值!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92A

在术后呈进行性

降低!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且术后第
!

天降到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患者术后

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动脉氧饱和度等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术后第
(

天!各项指标接近术

前'结论
!

股骨干骨折患者围手术期的血液相关性指标变化!对预防和早期发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有一定的临床

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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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干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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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

!

血液相关性指标#

!

下肢静脉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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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是一种严重创伤#骨折发生后由于静脉损伤,静脉血

流淤滞和创伤后血液呈高凝状态以及免疫系统参与等原因#患

者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

]UA

&#静脉血栓一旦脱落#可能由血

液循环路径#导致肺动脉栓塞等致死性并发症#临床已有相关

报道*

!

+

)

[C;G

等*

"

+研究表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肺栓塞发生

的主要原因)程显声等*

'

+报道显示#

!"(

例急性肺栓塞患者中

有
((

例并发
]UA

#并且左下肢血栓形成高于右下肢#特别是

原发性髂股静脉血栓的发生#因此对
]UA

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至关重要)现检测
"&!'

年
3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

院手术治疗的
'&

例下肢股骨干骨折患者围手术期血液相关性

指标的动态变化规律#包括凝血酶原时间$

9A

&,活化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

*9AA

&,凝血酶时间$

AA

&,纤维蛋白原$

,R\

&,血小

板计数$

92A

&,

].

二聚体$

].]

&,血液流变学指标,动脉血气分

析指标#探讨其临床意义#为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提供实验室

依据#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3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
'&

例下肢股骨干骨折的住院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入选标准!新鲜创伤性下肢股骨干骨折#无凝血功

能障碍病史及与全身凝血状态异常有关的疾病#无严重心脑肝

肾疾病,全身系统疾病和过敏体质者#经围手术期准备#均行内

固定手术#术后均无伤口感染#均未输血)排除标准!恶性肿

瘤,类风湿,中风,心肌梗死,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R)

#

"

周内&

等严重感染者%

!

周内口服过抗凝剂或正在服用对检测结果有

影响药物的患者%入院前长期卧床#选择非手术治疗的患者)

$%/

!

方法

$%/%$

!

检测项目
!

$

!

&血凝四项$

9A

,

*9AA

,

AA

,

,R\

&,

92A

,

].]

)$

"

&血液流变学指标!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中切黏度,全

血低切黏度,血浆黏度,全血高切还原黏度,全血低切还原黏

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变形指数,红细胞压积,血沉)$

'

&

动脉血气分析!氧分压$

9>

"

&,氧饱和度$

1>

"

&,二氧化碳分压

$

9)>

"

&)

$%/%/

!

检测方法
!

采集患者手术前
!:

清晨空腹静脉血
"

=2

于蓝色真空采血管中#

!&

$

==BE

"

2

的枸橼酸钠$

!d$

&抗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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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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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立即颠倒混匀后以
'&&&5

"

=;I

#离心
!&=;I

#检测
9A

,

AA

,

*9AA

,

,R\

,

].]

%静脉血
"=2/]A*._

"

抗凝后置于紫

红色真空采血管中#检测
92A

%抽取静脉血
@=2

进行肝素钠

抗凝#置入绿色血气真空采血管中#检测血液流变学指标%不吸

氧或吸氧者在吸氧前
&%#8

抽取
"%#=2

肝素抗凝管动脉血于

绿色血气采血管中)术后
!

,

'

,

(:

清晨空腹抽取患者血液#检

测上述相同指标)标本无溶血,脂血,黄疸#

"8

内完成#记录

其结果*

@

+

)

$%/%/

!

仪器与试剂
!

法国
1G6

J

B

全自动血凝仪#采用其配套

原装试剂盒及质控品%

1

N

<=CYg1.3&&;

五分类血球计数仪%上

海合意公司
)\!(3

全自动仪器%赛科希德
1*.?&&

全自动血流

变分析仪%

4/S%95C=;C5.'&&&

)试剂购自于上海捷门生物科

技合作公司)使用免疫散射比浊法)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91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PVJ

表示#应用
?

检验#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凝血指标等变化
!

所有患者术后第
!

,

'

天的
9A

和

*9AA

较术前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AA

的变化

趋势与
9A

和
*9AA

基本相同#

,R\

则在术后第
'

天上升达到

峰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术后第
!

,

'

天与术前比

较#

92A

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术后第
!

天最

低#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H

$

&%&!

&%

].]

水平则在整个围术

期呈进行性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术后第
(

天#各指标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见

表
!

)

表
!

!

'&

例患者围手术期各项检测指标结果比较&

PVJ

'

检测项目 术前
!:

术后
!:

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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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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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手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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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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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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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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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围手术期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的检测结果比较 &

PVJ

'

检测项目 术前
!:

术后
!:

术后
':

术后
(:

参考范围

!<

c!全血黏度值
!?%'"V"%'" !?%3"V'%?" "&%!"V'%!?

"

"'%(@V'%&!

""

!'%($

!

!(%$!

#<

c!全血黏度值
3%!"V!%'! 3%@"V!%!" 3%3'V!%?#

"

$%'#V!%"#

"

?%3!

!

3%#'

#&<

c!全血黏度值
@%('V&%@' @%'!V!%&" @%3!V'%'# #%#!V"%"3

"

'%$#

!

#%&!

!&&<

c!全血黏度值
'%@'V&%#" '%#"V&%#!

"

'%3!V&%3"

""

@%&#V&%#'

""

'%?'

!

@%#$

!&&<

c!血浆黏度值
!%@&V&%'3 !%#$V&%'" !%?!V&%'? !%3'V&%"#

"

!%"?

!

!%(&

全血高切还原黏度
#%'(V!%&! ?%#$V!%'!

"

(%?!V!%&'

""

(%3"V!%"@

""

'%?$

!

3%(@

全血低切还原黏度
@!%?(V'%@' @(%#$V"%'"

"

@3%?!V'%'!

"

@$%#@V#%&"

"

"?%3(

!

@(%#(

红细胞聚集指数
@%'(V&%'( @%#$V&%""

"

#%"!V&%@'

"

#%3$V&%"(

""

'%!$

!

#%''

红细胞变形指数
!%"(V&%@! !%'$V&%'@

"

!%#!V&%'(

""

!%?@V&%#"

""

&%#'

!

!%!!

红细胞压积$

W

&

''%?&V'%@& '&%#&V@%'&

""

'&%?!V'%'"

"

''%&@V"%"# '#%&&

!

#&%&&

血沉$

==

"

8

&

"&%'&V@%"& "@%$&V"%'&

"

"$%!&V@%'&

""

"(%@&V"%(&

""

&%&&

!

"&%&&

!!

注!与手术前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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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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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股骨干骨折患者围手术期动脉血气指标的变化 &

PVJ

'

检测项目 术前
!:

术后
!:

术后
':

术后
(:

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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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术前
!:

比较#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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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

)

/%/

!

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
!

红细胞比容在术后均较术前明显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术后第
!

,

'

,

(

天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H

%

&%&#

&#表明患者在术中有大量失血#而补

充的大量液体稀释血液#导致血容量下降#红细胞比容降低#术

后无活动性出血发生)红细胞沉降率因血容量下降#红细胞减

少#术后较术前明显增高#差异用统计学意义$

H

$

&%&#

或
H

$

&%&!

&)不同切变率下的全血及血浆黏度在术后
':

逐渐上

升#第
(

天超过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红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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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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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E%!"

!

0B%!"



细胞聚集指数在术后逐渐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于第
'

,

(

天时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红细胞变形指数$

A_

值&在术后也逐渐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

$

&%&#

或
H

$

&%&!

&#说明红细胞变形能力较术

前明显下降)见表
"

)

/%'

!

动脉血气分析
!

手术后第
!

天#

9>

"

降到最低值#与术前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表明术中出血导致红细胞

减少#携带氧气能力降低#第
'

天
9>

"

开始回升#第
(

天接近

术前水平)

9)>

"

在整个围手术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

!

讨
!!

论

'%$

!

骨折与凝血机制
!

创伤性骨折凝血功能障碍由诸多因素

共同导致的结果)主要因为凝血,抗凝以及纤溶机制的相互协

调是否合理*

#

+

)大量的凝血酶原在创伤后被激活成为凝血酶

释放进入血液#进一步激活血小板和
1

,

2

,

3

等凝血因子#活

化纤溶酶原#导致外源性及内源性凝血系统共同被激活#骨折

本身也可触动纤溶系统#因此骨折后血液处于高凝状态*

?

+

)本

研究结果显示#手术后
!

,

':9A

,

*9AA

与术前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

$

&%&#

&#说明骨折术后内外源凝血系统均被激

活#术后
(:

基本恢复到术前水平)

AA

的变化基本和
9A

,

*9AA

一致#其可反映血浆纤维蛋白水平)

,R\

则在术后第
'

天上升达到峰值#第
(

天虽有下降#但仍比术前高#这个阶段

,R\

增高是机体可能还处在炎性阶段)有研究表明
,R\

增高

提示应激性反应,炎性栓子$多在急性感染时&,脂肪栓子,细菌

栓子,血液高凝状态,先天性
,R\

增高症等*

(

+

)整个围手术期#

92A

均出现显著下降且术后第
!

天最低#血液中的有效血小

板数量由于失血和参与止血而减少并伴随功能性减低#而其又

导致机体有效循环血量进一步减少产生恶性循环*

3

+

)第
'

天

血浆
].]

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纤溶系统激活#提示机体处于

高凝状态#可能诱发血栓形成)本组术后
!

周#各项指标逐渐

恢复至术前水平#可能原因为新鲜造血红细胞进入体内#血浆

凝血因子逐渐恢复#患肢疼痛缓解加大活动等)

'%/

!

骨折与血液流变学
!

发生骨折后#患者的血液流变性指

标发生改变#其升高提示血液流动速度减缓#增加血栓形成风

险)本组结果显示#红细胞变形指数术后则升高#第
'

,

(

天与

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红细胞变形能力降

低#其在血管中不断变化#干扰血液的正常前进#还致使血液黏

度升高#加之术后卧床时间较长#需牵引,石膏制动#胃肠功能

减退,进食减少,血液被浓缩,血黏度增高#更加剧了红细胞的

聚集#形成血栓可能)红细胞的聚集能力在术后
(:

表现最强

烈#有资料研究显示#患者卧床时间超过
!&:

#深静脉血栓发生

率即可达到
?&W

*

$

+

)红细胞比容在术后下降明显#尤其是术

后第
!

天#这将继发血管收缩#血管阻力增加#导致血流缓慢#

因此术后应尽早主动或被动运动#促使血液回流通畅#降低发

生下肢深静脉风险)本组实验提示术后
(:

红细胞比容升高#

说明体内贮存的红细胞释放,新造红细胞进入血液循环)

'%'

!

骨折与动脉血气分析
!

1CD;GG<

*

!&

+研究表明骨折后数分

钟#脂肪栓子即达到肺部#不断产生栓子的过程可持续
!"

!

@3

8

)肺脂肪栓塞时#小动脉,肺泡及毛细血管均受到脂栓的阻

塞#通气血流比值降低#从而影响血液的灌流和气体的弥散#故

9>

"

的降低早于主要症状的出现)血气分析作为临床一线诊

断血栓栓塞症的有效检测手段#具有简便,迅速,可靠等特

点*

!!

+

)本组血气分析显示#

9>

"

在术后
!

,

':

与术前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尤其是术后第
!

天降到最低值#

术后
(:

则恢复到术前水平#而
9)>

"

在整个围手术期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

&#说明术后患者并无肺部气体代谢,循

环,交换等不畅#而
9>

"

下降还是因为手术创伤,出血,血容量

不足等因素#导致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降低#患者出现缺氧

状态#术后
!

周血液循环重新建立#

9>

"

即可恢复至术前或接

近术前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检测创伤性股骨干骨折患者的凝血

指标,血液流变学指标,动脉血气指标#表明各个指标都在发生

改变#提示骨折后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对时间较长,难度较大

的手术患者做术前,术后的血液相关性指标评估#将有助于凝

血功能的维持#并对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有着临床意

义*

!"

+

)本组只是对股骨干骨折围手术期的一个短期研究#而

引起血液变化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还需进一步进行研究#争

取及早发现骨折后血液系统的变化而为临床提供更多,更可靠

的实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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