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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流变学在新生儿常见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姜荣荣 综述!杜
!

琨#审校

"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

*.%%%%

%

!!

关键词"血液流变学$

!

新生儿$

!

缺氧缺血性脑病$

!

硬肿症$

!

红细胞增多症$

!

高胆红素血症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血液流变学主要研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规律"

包括血液中有形成分的变形性及无形成分的流动性

及其对血液流动的影响"以及血管和心脏之间相互作

用的学科#目前已广泛用于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及临

床医学中"对疾病的诊断$病因的发现及发病机理的

探讨"都提供了新的信息#现今血液流变学多项指标

在成人中应用已较广泛"但血液流变学检查作为常规

实验室检查指标"应用于临床实际诊疗操作中"仍未

得到普及#近年来"血液流变学在新生儿常见疾病中

的诊断$治疗过程中的意义"已引起广泛关注"并取得

一定进展"现就新生儿常见疾病血液流变学近几年研

究进展综述如下#

$

!

血液流变学概述

!!

流变学概念首先由
@:ED=E

于
&1%'

年提出"指物

体在应力作用下可发生流动与变形#而生物流变学

的概念则于
&1(+

年由
"4

C

58

<

首先提出"即生物体内

的体液包括细胞内液$细胞外液等$软组织$骨骼肌肉

等的细胞质均可发生流变#至
&1.&

年提出血液流变

学)

D874>D8454

F<

*概念"指研究血液及其有形成分的

流动性$凝固性$血细胞间聚集性和黏弹性规律的学

科'

&-$

(

"包括微观血液流变学和宏观血液流变学"微观

血液流变学主要研究红细胞及血小板的聚集性及变

形性+宏观血液流变学主要包括血液及血浆黏度$红

细胞沉降率及管壁应力分布等#

/

!

血液流变学与新生儿常见疾病

/)$

!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A#P

*

!

A#P

是指由于

围生期缺氧导致的颅脑损伤"根据疾病损伤程度可出

现不同程度后遗症"尤以重度
A#P

预后更差'

'

(

#该病

的病理过程复杂"轻症患儿临床表现多不典型"少部

分临床表现典型者"可出现特征性的神经病理及病理

生理过程#因其发病的关键是缺氧"缺氧对整个机体

的影响"尤其是重要脏器的影响广泛且持久"因其病

变过程复杂"故能否早期发现并及时改善症状"对于

疾病的预后影响极其重要'

(

(

#通过对
A#P

发病过程

中的相关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检测"可及时$及早改善

疾病发病过程中的症状及减轻后遗症的发生#

目前缺氧对红细胞的损伤及损伤后的影响"在临

床实际应用中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得到许多学者的高

度重视#红细胞作为血液中数量最多的血细胞"是影

响血液流动阻力的重要原因"因此红细胞流变学特性

的变化"是影响缺氧时血液流变学变化的重要原

因'

.

(

"通过监测红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可及时发现血

液流变学异常指标"对疾病的早期诊治及对预后的改

善有一定的意义#有研究表明"

A#P

患儿红细胞压积

)

A"?

*明显升高"且升高程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正

比关系"因此考虑
A#P

患儿血液流变性的改变"可能

参与并加重缺氧$缺血的脑组织损伤"缺氧导致
A"?

升高"

A"?

升高导致全血黏度增高"影响心$脑血流

量及微循环灌注"导致该病形成恶性循环"给治疗增

加难度'

*

(

#同时"以上报道也支持下述研究结论"

A#P

患儿血液的高切黏度$低切黏度均有不同程度升高"

尤其是重度患儿的高黏状态更显著"其血液黏度的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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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血流的淤滞"可能是该病患儿脑血流减少的重要

原因'

*-+

(

#

有研究表明"

A#P

患儿急性期其平均红细胞体积

)

G"2

*也会增大"其受累程度与病情密切相关'

1

(

#发

病的原因可能为
G"2

的增大导致血液中球形红细胞

增多"而球形红细胞变形能力弱"直接影响脑组织微

循环的有效灌注#综上可知"通过监测
A#P

患儿的

G"2

及红细胞形态的改变"可间接反映脑组织血液

微循环的有效灌注"从而判断脑组织损伤程度#对于

红细胞血液流变学的检测"使我们对
A#P

患儿的研

究水平从器官$组织深入到细胞水平"这可能对于临

床上深入了解该病病情更有意义#因此"在治疗
A#P

患儿时"通过设法改善机体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可间

接改善脑血流微循环的有效灌注"减轻脑组织的缺氧

缺血性损伤"为临床指导治疗开拓了新的途径#

另有研究显示"新生儿窒息导致的缺氧$酸中毒

不仅可以直接损伤红细胞功能"还可通过损伤血管内

皮"导致其释放大量的凝血物质"通过间接影响红细

胞的电泳能力"导致血液黏度增加"因高黏血症是许

多新生儿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这一研究结论提醒我

们"通过保持红细胞良好的流动性$抑制高黏血症的

形成"可助于新生儿窒息的治疗'

&%

(

#

/)/

!

新生儿硬肿症
!

新生儿硬肿症是一种临床综合

征"目前常见确切发病原因主要为寒冷损伤$感染或

早产等"其中以寒冷损伤最为常见#该病临床表现主

要为皮下脂肪硬化和水肿'

'

(

"其发病机制是产热减

少$体温过低"引起脂肪变硬$循环阻力增大$血流不

畅$局部血流量减少"导致局部或全身微循环障碍'

&&

(

$

凝血功能异常'

&$

(等"严重者发展成
V#"

"是导致肺出

血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

#目前公认该病的主要致死病

因是多器官的功能障碍"直接死亡原因是严重肺出

血"导致肺功能迅速恶化'

&'

(

#随着新生儿硬肿症发病

的进展"微循环障碍逐渐加重"血黏度同时升高"而全

血黏度的升高可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的损害'

&(

(

#因

此"通过检测该病发病过程中血黏度的流变性"可及

时发现并判断器官损伤程度"以期达到通过改善血黏

度而改善器官功能的目的"最终减轻疾病对机体的损

伤程度#该病目前有确切治疗效果的方案"是小剂量

多巴胺联合多巴酚丁胺"改善硬肿状态"保护组织功

能"值得临床推广'

&.

(

#若无法及时对本病进行治疗及

提前干预"可引发患儿出现心$脑$肾等器官的综合性

功能损伤'

&(

(

"对后期治疗造成难以改变的进行性

进展#

/)'

!

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
!

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指

出生一周内静脉血
A"?

'

%)*.

)

*.T

*

'

&*-&+

(

"临床特

征主要是红细胞数目$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和血液

总容量显著超过正常'

.

(

"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及假性

红细胞增多"前者指在缺氧等因素影响下红细胞数目

代偿性增多"后者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新生儿血容量

的增多#目前治疗方法主要是外周动静脉全自动同

步换血治疗"可有效提高患儿红细胞变形能力"通过

抑制红细胞聚集而降低血黏度"恢复正常血流速度"

改善缺氧症状"减轻因缺氧造成的器官功能损

害'

&1-$%

(

#

血黏度的增高可引起血流的减慢"导致全身多脏

器供氧减少"严重者引起脏器功能损伤"而早期发现

并及时治疗"多能改善预后'

$&

(

#

A"?

$红细胞变形性

及血浆黏滞度这
'

个因素决定全血黏度"但最重要的

是
A"?

"故治疗首要目的是降低
A"?

#陈广明等'

$$

(

发现"部分换血可降低患儿
A"?

及血红蛋白"达到降

低血黏度的目的#

/)1

!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

新生儿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约
*%T

的足月儿和

+%T

的早产儿在生后第一周可出现肉眼可见的黄

疸'

'

(

"严重者常伴随其他脏器的病变"比如胆红素脑

病$高胆红素心肌损害等 "可不同程度影响患儿后期

的生活质量#基于目前对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引

起的心肌损害的发育原因及机制仍有很多争议"所以

治疗方法也不统一"因此疗效差异甚大'

$'-$(

(

#

有资料显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时随胆红素水

平升高"心肌酶升高"血液流变异常也越明显"主要表

现为血浆黏度升高"引起心肌损害"及时治疗可有效

改善红细胞变形能力"减轻血液黏滞度"改善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造成的心肌损害"而红细胞变形能力的

下降"也说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合并心肌损害"可

能与血黏滞度升高有关'

*

(

#在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的治疗过程中"通过改善微循环而降低全血黏滞

度"可能对于提高患儿的治愈率有一定的帮助#目

前"这一问题的发现"对于治疗难治性黄疸增加了新

的突破口#

'

!

问题及展望

!!

新生儿窒息时机体凝血功能亢进"易导致微血栓

形成"而凝血功能指标在血栓形成前基本都处于正常

值之间"不能有效反映新生儿是否有内凝血现象"同

时有研究结指出窒息患儿的全血黏度显著增高"但这

一异常的发现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具有相应的

作用还需进一步探明'

&%

(

#尤其针对血液流变学的改

变与疾病发生及进展时的前后关系"在疾病早期能否

提前预测疾病的发展情况"在疾病进展过程中是否可

以判断疾病的轻重程度"在治疗过程中能否作为疾病

好转及恶化的评价指标"以及在疾病好转后能否作为

判断预后及对后遗症的相关关系的指标"这些问题都

还需进一步探讨#目前血液流变学在疾病的应用并

未得到普及"在研究血液的流动性$血液的有形成分

等在各种疾病中的变化中"需进一步了解这些变化的

病理生理意义"以利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及

时$及早发现血液流变学异常的可逆阶段"采取改善

血液流变学的措施"阻止疾病进一步发展'

0

(

#

综上所述"由于新生儿血液流变学应用研究起步

相对较晚"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尤其在新生儿呼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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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肺动脉高压$新生儿胎粪吸入综

合征及新生儿慢性肺病等新生儿常见病中的开展应

用极少"并未得到普及"但是从本文来看其应用前景

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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