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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健康孕妇不同孕期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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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参考范围的建立"

彭传梅!高
!

辉!王
!

杨!刘云芳#

!程
!

云

"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医学检验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初步建立该院健康孕妇不同孕期血浆
_*

二聚体"

_*_

#的参考范围$方法
!

将
)#"A

年
"

月

至
)#"2

年
")

月到该院进行产检或生产的健康孕妇
$")#

例按年龄分为
%

$#

岁组"

"<"A

例#和
'

$#

岁组

"

"2#2

例#%按孕周不同分为
<

组&

+

组"孕
&

"$

周#

A2)

例!

7

组"孕
"A

)

)#

周#

,$$

例!

&

组"孕
)"

)

),

周#

2A%

例!

_

组"孕
)%

)

$A

周#

2)2

例!

3

组"

'

$<

周#

2<"

例$将同期该院体检的健康非孕妇女
$)#

例作为健康非孕

组$在
!

6

0I1T&!<"##

上采用免疫比浊法定量测定各研究对象的血浆
_*_

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孕

妇血浆
_*_

水平为偏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描述数据!并采用第
=<

位百分位数"

!

=<

#表示参考区间

的单侧上限$结果
!%

$#

岁组与
'

$#

岁组的孕妇血浆
_*_

水平分别为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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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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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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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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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与健康非孕组进行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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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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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立了该院健康孕妇在不同孕期的血浆
_*_

参考范围$

关键词"健康孕妇%

!

_*

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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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围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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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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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二聚体$

_*_

%是交联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

物之一#为继发性纤溶所特有的代谢产物#其水平增

高是纤维蛋白血栓形成后继发纤溶的结果#可作为体

内血栓形成的指标之一(持续性的血浆
_*_

水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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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血栓形成和影响疾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目

前#血浆
_*_

作为体内血栓形成及纤溶发生的标志物

已在临床广泛应用#尤其在排除深静脉血栓$

RB3

%和

肺栓塞$

Y3

%及抗栓治疗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_(&

%

的监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

(因为血浆
_*_

有

较长的半衰期#水平长期在体内保持稳定#并且其可

以抵抗体外激活#很少在健康人体内升高#所以该项

目越来越受到临床的重视*

)

+

(当机体出现持续性的

血浆
_*_

水平增高时#提示继发性纤溶增强'体内处

于高凝状态及血栓前状态(近年来#血浆
_*_

测定在

孕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到临床的重视(妊

娠是一种特殊的生理状态#孕妇体内各器官都会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化#引起机体代偿性改变#最明显的表

现为血液呈高凝状态#是其为减少产后出血提供生理

性防御屏障#因此孕妇血浆
_*_

水平常常超过健康人

的参考范围(若应用健康人的参考范围去诊断和治

疗孕妇可能带有的深静脉栓塞或产后并发症等#难以

获得有价值的诊断#甚至会增加临床工作的潜在风险

及患者的医疗负担*

$

+

(因此#近年来已有许多国内外

学者陆续报道各自实验室建立的健康孕产妇血浆
_*

_

参考范围#但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差异较大(这些

差异是由于地域不同'人种不同'研究对象不同'分组

方法不同'血浆
_*_

检测的方法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

的(因此#各临床实验室建立自己独立的不同于健康

人的健康孕妇血浆
_*_

参考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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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

协会$

&'!(

%

&)%*+)

关于确定临床检验的参考区间文

件要求#抽取
)#"A

年
"

月至
)#"2

年
")

月到本院进行

产检和生产的健康孕妇
$")#

例#将其按年龄分为!年

龄
%

$#

岁组$

"<"A

例%和年龄
'

$#

岁组$

"2#2

例%(

按照,妇产科学-第
%

版孕期分类标准*

<

+

#将其按孕周

的不同分为早'中'晚孕
$

组#考虑到文献报道孕中'

晚期
_*_

水平变化较大#又将中'晚期各分为
)

组#故

分为
<

组!

+

组$孕
&

"$

周%

A2)

例&

7

组$孕
"A

)

)#

周%

,$$

例&

&

组$孕
)"

)

),

周%

2A%

例&

_

组$孕
)%

)

$A

周%

2)2

例&

3

组$

'

$<

周%

2<"

例(将同期来本院

体检的健康非孕妇女
$)#

例作为健康非孕组(健康

孕妇组及健康非孕组对象的选择标准如下#$

"

%年龄

)#

)

A#

岁&$

)

%排除以下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有血栓

栓塞性疾病史或家族史#凝血功能异常#恶性肿瘤#心

脑血管疾病#肝#肺#肾#胰疾病#免疫性疾病#甲状腺

功能减退等&$

$

%排除
$#J

内有感染'而且体温高于

$,;<V

'

$#J

内有手术或者外伤史#半年内有输血

史#采血前一天内处于应激状态者&$

A

%排除正在服用

可能影响凝血'纤溶系统药物者&$

<

%排除曾有异常流

产史或胎儿发育异常史&$

2

%排除早产'过期产孕妇&

$

,

%排除分娩巨大儿和低体质量儿的孕妇(以上
,

条

标准中$

"

%

)

$

A

%条适用于健康非孕妇女组#$

"

%

)

$

,

%

条适用于健康孕妇(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日本
!

6

0I1T

公司生产的

&!<"##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试剂!德国
!C1I1F0

公司

生产的测血浆
_*_

试剂及配套的定标品和质控物(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抽取健康孕妇及健康非孕妇女枸

橼酸钠抗凝静脉血
$;#I'

#充分混匀#

$<##9

"

ICF

离

心
<ICF

#将所得的乏血小板血浆在
AD

内上机检测

血浆
_*_

水平(

$;';/

!

血浆
_*_

检测
!

采用免疫比浊法对血浆
_*_

进行定量检测(本实验室仪器定期定标#项目定期参

加室间质评#每天开机进行室内质控#质控结果在控

后#进行标本测试(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用
W-4I-

?

-9-G!IC9F-G

检验对血浆
_*_

水平数

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_*_

水平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

用中位数和百分位数
H

*$

!

)<

)

!

,<

%+来描述数据#由

于临床上只有当
_*_

水平高于某值时才有临床意义#

因此本研究制定单侧参考区间#计算第
=<

位百分位

数$

!

=<

%来表示单侧参考区间上限(不同年龄组间血

浆
_*_

水平的比较采用
Q/FF*XDC8F1

6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孕周组分别与健

康非孕组间血浆
_*_

水平比较采用
Q/FF*XDC8F1

6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孕周组

之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Q/FF*XDC8F1

6

>

检验#检验水

准调整为
#;#<

除以
<

个组间两两比较次数
"#

次即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试验数据汇总
!

由于本研究所得的关于血浆
_*

_

水平的数据经正态性检验后不服从正态分布#故采

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来描述数据#见表
"

(

表
"

!!

试验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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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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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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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血浆
_*_

水平

年龄
%

$#

岁组
"<"A #;%2

$

#;2)

)

";",

%

年龄
'

$#

岁组
"2#2 #;%$

$

#;<2

)

";),

%

+

组
A2) #;$A

$

#;)#

)

#;<$

%

7

组
,$$ #;<)

$

#;$)

)

#;,)

%

&

组
2A% #;%%

$

#;2#

)

";$)

%

_

组
2)2 #;==

$

#;22

)

";2)

%

3

组
2<" ";A=

$

#;==

)

);$)

%

健康非孕组
$)# #;)2

$

#;"2

)

#;$%

%

/;/

!

年龄与血浆
_*_

水平比较
!

本次研究按年龄分

为年龄
%

$#

岁组和年龄
'

$#

岁组#不同年龄组孕妇

血浆
_*_

水 平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 Z

$#<,2;##

#

!

$

#;#<

%(

/;'

!

不同孕周组分别与健康非孕组之间血浆
_*_

水

平比较
!

健康非孕组与
+

组$

>Z)#=<;##

#

!

%

#;#<

%#健康非孕组与
7

组$

>Z"",#;##

#

!

%

#;#<

%#

健康非孕组与
&

组$

>Z$));##

#

!

%

#;#<

%#健康非孕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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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
_

组$

>Z"),#;##

#

!

%

#;#<

%#健康非孕组与
3

组$

>Z%A$;##

#

!

%

#;#<

%#两组间血浆
_*_

水平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1

!

不同孕周组之间血浆
_*_

水平两两比较
!

+

组

与
7

组$

>Z$="$;<#

#

!

%

#;#<

%#

+

组与
&

组$

>Z

$"$";##

#

!

%

#;#<

%#

+

组与
_

组$

>Z$A%#;##

#

!

%

#;#<

%#

+

组与
3

组$

>Z$))#;##

#

!

%

#;#<

%#

7

组与

&

组$

>Z%"2);##

#

!

%

#;#<

%#

7

组与
_

组$

>Z

,<)#;##

#

!

%

#;#<

%#

7

组与
3

组$

>Z,=22;##

#

!

%

#;#<

%#

&

组与
_

组$

>Z<))<;##

#

!

%

#;#<

%#

&

组与

3

组$

>Z<22#;##

#

!

%

#;#<

%#

_

组与
3

组$

> Z

A=)#;##

#

!

%

#;#<

%#两组间血浆
_*_

水平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

/;2

!

本院健康孕妇不同孕期血浆
_*_

参考范围
!

由

于临床上只有当
_*_

水平高于某值时才有临床意义#

因此本研究制订单侧参考区间#计算第
=<

位百分位

数数值$

!

=<

%来表示单侧参考区间上限#结果见表
)

(

健康非孕组'

+

组'

7

组'

&

组'

_

组'

3

组的血浆
_*_

参考范围分别为
&

#;A=

'

&

";$#

'

&

";A%

'

&

);A"

'

&

$;)<

'

&

A;,#I

?

"

'

(

表
)

!!

本院健康正常孕妇不同孕期
_*_=<>

的

!!!

参考区间#

I

?

$

'

%

组别
'

_*_

水平

*

H

$

!

)<

)

!

,<

%+

=<>

正常值范围

$单侧上限#

!

=<

%

+

组
A2) #;$A

$

#;)#

)

#;<$

%

";$#

7

组
,$$ #;<)

$

#;$)

)

#;,)

%

";A%

&

组
2A% #;%%

$

#;2#

)

";$)

%

);A"

_

组
2)2 #;==

$

#;22

)

";2)

%

$;)<

3

组
2<" ";A=

$

#;==

)

);$)

%

A;,#

健康非孕组
$)# #;)2

$

#;"2

)

#;$%

%

#;A=

'

!

讨
!!

论

!!

妊娠是女性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生理过程(妊娠

期间#由于孕产妇生理和解剖结构等因素的改变#机

体的凝血和纤溶系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凝血

功能增强#抗凝和纤溶功能减弱#出现所谓妊娠期高

凝状态(这种特殊的状态为分娩时胎盘的剥离做好

了准备#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后出血#但同时由于

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可诱发
_(&

'静脉血栓等出血或

血栓性疾病*

2

+

(有大量文献显示#孕妇比较容易患下

肢静脉血栓(有报道认为孕妇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2t

)

";,)t

#约为非孕妇的
A

倍#产褥期更高#约

为妊娠期的
)#

)

%#

倍#

_(&

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非

孕妇(孕妇体内的高凝状态可能会引起血管内凝血#

继发性纤溶增强#为清除血栓导致血浆
_*_

水平明显

增高*

,

+

(本研究所用试剂盒提供的
_*_

疾病界定值

为
#;<I

?

"

'

#但本研究
+

组健康孕产妇的参考范围

就已经超过该界定值#因此血浆
_*_

在孕产妇人群中

的应用应该受到临床的广泛重视(然而#现在临床上

依旧缺少孕产妇血浆
_*_

的一个统一的参考范围(

故不同实验室建立自己的关于健康孕妇在不同孕期

的血浆
_*_

参考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检测血浆
_*_

的方法很多#如胶乳凝集法

$定性或半定量%'

3'(!+

法$定量%'免疫荧光法$定

量%'免疫比浊法$定量%等(以上方法各有优势#在血

浆
_*_

测定的众多方法中免疫比浊法具有定量检测'

分析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好等优点*

%

+

(

本研究中按年龄的中位数将健康孕妇分为年

龄
%

$#

岁组和年龄
'

$#

岁组#不同年龄组的孕妇血

浆
_*_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提示在健康孕龄内年龄因素不会对孕妇血浆
_*_

水

平产生影响#因此在本研究制订参考范围时不再考虑

年龄因素(健康孕妇不同孕周组的血浆
_*_

水平分

别与健康非孕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健康孕妇不同孕周组间血浆
_*_

水平两两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健康孕妇不

能沿用健康非孕妇女的参考范围#应建立自己特殊的

血浆
_*_

参考范围#并且应根据孕周的不同建立不同

的参考范围(

本研究初步建立的参考范围!健康非孕妇女

组!

&

#;A=I

?

"

'

#

+

组!

&

";$#I

?

"

'

#

7

组!

&

";A%

I

?

"

'

#

&

组!

&

);A" I

?

"

'

#

_

组!

&

$;)< I

?

"

'

#

3

组!

&

A;,#I

?

"

'

(该参考范围中健康非孕组的上限

值
#;A=I

?

"

'

#与试剂盒所提供的健康人群上限值
#;<

I

?

"

'

基本相符(本研究建立的健康孕妇不同孕期的

参考范围与王福义*

=

+报道的参考范围不完全相符#甚

至与李帅等*

"#

+提出的部分孕周的参考范围差异较大(

这些差异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分组不同'地域不同'血

浆
_*_

检测仪器及测定方法不同'无通用标准品或校

准物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初步建立了本院健康孕妇不同孕期的血

浆
_*_

参考范围#为我省应用相同仪器及试剂检测血

浆
_*_

的实验室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继而为临床医

生诊断孕妇
_(&

'胎盘早剥'

RB3

等疾病提供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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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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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子宫角胎盘植入的临床治疗分析

杨
!

琼!黄
!

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重庆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子宫角胎盘植入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法$方法
!

回顾性分析
)#"2

年
"

月至
)#",

年
A

月

该院妇产科收治的
2

例子宫角部胎盘植入的临床资料$结果
!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超声引导下清

宫术!平均住院天数
A;$J

!好转出院%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住院
2J

后好转出院%

"

例经剖宫取胎!住院

<J

后好转出院%

"

例经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超声导视下清宫术(剖宫取胎盘术(子宫病灶切除术(腹部伤口二

期缝合术等治疗!住院共计
A#J

后好转出院$结论
!

子宫角胎盘植入治疗首选经导管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清

宫术!对子宫角肌层缺失者可首选经腹剖宫取胎盘术$

关键词"胎盘植入%

!

子宫动脉栓塞术%

!

清宫术

中图法分类号"

@,"A;A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

!!

胎盘植入是指胎盘绒毛不同程度侵入子宫肌层(

依据胎盘植入子宫肌层深度#是否侵入子宫毗邻器官

分为胎盘粘连'胎盘植入#以及穿透性胎盘植入*

"*)

+

(

近年来#其发生率已高达
"

"

<$$

#较前升高
)#

倍*

"

+

(

已经成为导致产后出血'围生期紧急子宫切除和孕产

妇死亡的重要原因#是产科医师必须面临的临床问

题*

$*A

+

(胎盘植入多数发生在子宫原本存在瘢痕部

位#如剖宫产瘢痕处'子宫肌瘤挖除瘢痕处(临床上

有一类植入类型#植入部位为子宫角部#其治疗方案

有别于其他植入类型(本文对本院
)#"2

年
"

月至

)#",

年
A

月收治的
2

例子宫角部胎盘植入的患者临

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该类患者的最佳

治疗方法#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2

年
"

月至
)#",

年
A

月#本院共

收治子宫角部胎盘植入患者
2

例#诊断标准依据超声

诊断'术中所见和$或%术后病理诊断(患者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

岁(其中初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

"

例有中孕剖宫取胎史%&

$

例有
"

次人工流产史#

"

例有
A

次人工流产史(

A

例患者因顺产后胎盘不能

剥离转入本院$其中
"

例伴产后出血%#

"

例为中孕门

诊产检发现胎盘植入子宫角并胎儿足内翻畸形收入

院引产#

"

例剖宫产术中发现胎盘植入子宫角转入本

院(临床表现!

2

例患者孕期均无特殊情况#

A

例表现

为顺产后胎盘滞留#予以促宫缩药物'人工剥离等未

能娩出胎盘#考虑胎盘植入#其中
"

例并发产后出血&

"

例剖宫产术中发现胎盘植入右侧子宫角#强行人工

剥离后子宫角局部肌层薄弱#给予促宫缩'缝扎子宫

角'宫腔填塞纱条后转入本院&

"

例于本院门诊产检发

现穿透性胎盘植入右侧子宫角#孕妇要求终止妊娠入

院#入院后行剖宫取胎术#术中再次明确诊断(

$;/

!

方法
!

A

例顺产后转入本院患者均行经导管双

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联合超声导视下清宫术(具体方

法!局部麻醉下经患者右侧经股动脉穿刺#成功后置

入血管鞘#将造影导管插入#造影后确定血管路径#确

定预栓塞血管后注入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再次行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术证实栓塞成功#退出造影导管#保留

血管鞘#无菌敷料包扎#

)AD

内在超声导视下行清宫

钳夹术#术后出血不多则拔出血管鞘#穿刺点压迫器

压迫
2D

(

/

!

结
!!

果

/;$

!

超声表现
!

A

例顺产后转入本院患者#治疗前均

行经腹联合经阴道彩超检查#发现患侧子宫角向外隆

起#内见大小不等的不均质块影充填#界限不清#包块

内见点彩样或细条样血流信号#周边见丰富血流信

号#子宫角肌层变薄#最薄处均小于
$;#II

#其中
)

例仅见浆膜层#见图
"

(

"

例中孕剖宫取胎患者术前

超声提示!胎盘附着于右侧子宫角处#子宫角处部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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