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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在血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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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新疆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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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高水平
,6

二聚体"

,,

$在血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择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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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并行下肢血管超声及肺动脉造影检查%结果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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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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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妇科

疾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的比例为
"&#&/

%恶性肿瘤晚期&术后卧床
%

"5

及中期妊娠下肢深静脉血

栓发生率高%结论
!

,,

明显升高有助于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但由于干扰因素影响!临床上需重点监管血

栓形成的高风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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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家对血栓性疾病的重视程度提高#临床上

逐渐推广*开展静脉血栓形成$

*)U

&的筛查工作)

,6

二聚体$

,,

&水平检测和血管超声检查是经济又实用

的检查方法%

,,

作为凝血
6

纤溶动态平衡中交联纤维

蛋白特异性降解产物#筛查血栓性疾病的特异度可达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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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超声检查对
*)U

诊断的灵敏度为

0%/

#特异度为
0>/

'

"

(

)肺栓塞$

')U

&是
*)U

的常

见并发症#急性
')U

致死率高#故强调早诊断*早治

疗)在妇科疾病诊疗中#存在很多
*)U

的高危因素#

如盆腔手术术后*恶性肿瘤等)本研究从妇科疾病角

度探讨
,,

明显升高时#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状况)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妇科住院期间筛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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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危急

值&的
?$

例病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行下肢血管超声检

查及肺动脉造影检查#均为女性#年龄
!0

#

<$

岁#中

位年龄
>@

岁)

$#/

!

方法
!

肢体血管超声检查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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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G4:

公司生产#型号

-GL

9

2A;:;

&#发现肢体静脉血栓报告危急值)肺动脉

造影检查采用的碘对比剂为上海通用电气药业生产

的碘海醇注射液$欧乃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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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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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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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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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危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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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比浊法定

量检测#检测仪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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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R6)_'

仪器#

参考值为
$

#

"<$4

K

"

8R

#在参考范围内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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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危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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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分析#研究资料中
,,

水平呈偏态分

布#采用中位数$

2

&和四分位间距$

5

!

#

5

&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秩转换的非参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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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当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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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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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论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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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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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概率法检

验)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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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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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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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疾病中
,,

上升情况
!

?$

例研究对象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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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例$

"&#&/

&并发或合并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

&或
')U

)妇科恶性肿瘤

中
,,

上升情况见表
!

#非恶性肿瘤妇科疾病中
,,

上升情况$含中期妊娠&见表
"

)总体上#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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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组
&!

例#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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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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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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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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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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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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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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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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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妇科恶性肿瘤中#年龄
'

>@

岁组
!%

例#血浆
,,

水

平为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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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

>@

岁组
?

例#

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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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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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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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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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

>@

岁组和
$

>@

岁组血栓性疾病发

生率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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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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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妇科恶性肿瘤中#年龄
'

>@

岁组血栓

性疾病发生率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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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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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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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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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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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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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患者
,,

水平#

4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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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

,,

'原始值或
2

$

5

!

#

5

&

&(

卵巢癌
!?

!%

期术后
! &>0%

!'#(

期
!@

!

手术或化疗干预
? "?&0

$

"$>&

#

&$?!

&

!

未干预
0 &$&&

$

">&>

#

@!$<

&

子宫内膜癌
&

!%

期术后
" "!&$

$

"$%>

#

"!<?

&

!(

期未干预
! &>%?

宫颈癌
"

!%

期术后
! >>0<

!(

期未干预
! ""$$

子宫肉瘤
(

期未干预
! >$>?

绒癌
(

期化疗后
! >!%0

!!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早期血浆
,,

水平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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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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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血浆
,,

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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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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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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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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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卵巢癌早期血浆
,,

水平为
&>0%

4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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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血浆
,,

水平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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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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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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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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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干预治疗前血浆
,,

水平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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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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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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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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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治疗后血浆
,,

水

平为
"?@>

$

"$%>

#

>!%0

&

4

K

"

8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4]>?#$

#

"]$#"!<

&)晚期妇科恶性肿瘤干预治疗

前
,,

水平为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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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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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治疗

后
,,

水平为
"?@>

$

"$@$

#

>!%0

&

4

K

"

8R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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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妇科恶性肿瘤疾病中#急性感染性疾病血浆

,,

水平抗感染治疗后明显下降%术后卧床
%

"5

者血

浆
,,

水平者与卧床
$

!5

相比未见上升)

表
"

!!

非恶性肿瘤妇科疾病患者
,,

水平#

4

K

$

8R

%

项目
)

,,

'原始值或
2

$

5

!

#

5

&

&(

妇科疾病合并
,*) & "&0"

$

"!%&

#

&?!?

&

急性盆腔感染
!"

!

抗感染治疗前
< @$$<

$

"">$

#

?$<$

&

!

抗感染
@

#

%5

后
> "%&&

$

"%%$

#

@"$$

&

急性失血
%

!$$$8R

$输血前&

< &$&&

$

">!%

#

&@0$

&

术后卧床
$

!5 " "000

$

"!$0

#

&<<0

&

术后卧床
%

"5 & "%&&

$

"!%&

#

><<%

&

绝经后子宫出血
! "0@>

介入治疗后
"

!

子宫动脉栓塞术后
! >?"<

!

合并主动脉夹层术后
! &0<<

,,

持续性升高
! "<%@

,,

一过性升高"

@ @0&0

$

@!><

#

?<<&

&

!!

注!

"一过性升高指未经抗凝治疗#未经其他临床干预#当日或次

日复查
,,

降至
@$$4

K

"

8R

以内

/#/

!

妇科疾病中
,*)

或
')U

的发生情况
!

!>

例发

生血栓性疾病患者的具体信息见表
&

#血浆
,,

水平

明显升高时$

'

"$$$4

K

"

8R

&#

,*)

或
')U

的发生

率为
"&#&/

$

!>

"

?$

&)其中晚期卵巢癌
>

例#占
"<#?/

$

>

"

!>

&%术后卧床超过
"5

者
?

例$

>"#0/

&#含
!

例晚期

卵巢癌术后和
"

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术后%中期妊娠合并

,*)

者
"

例$

!>#&/

&#巨大子宫肌瘤
!

例#输卵管*卵

巢脓肿
!

例#绝经后异常子宫出血
!

例)

表
&

!

妇科疾病中
,*)

或
')U

的发生情况

疾病类型
年龄

$岁&

,,

水平

$

4

K

"

8R

&

主要高危

因素
,*)

部位
')U

女性肿瘤标志物"

炎性指标"贫血

子宫内膜样腺癌
%

P

期术后一次化疗后
%% "!<?

术后卧床
%

"5

单侧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是 肿瘤标志物阴性

子宫内膜高分化腺癌
%

3

期术后
@? "$%>

术后卧床
%

"5

单侧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否 肿瘤标志物阴性

卵巢透明细胞癌
(

期
@

次化疗后术后
>? >!<"

肿瘤晚期"术后卧床
%

"5

单侧静脉血栓 否 多种肿瘤标志物升高

卵巢腺癌
'

F

期$未干预&

%% "?"@

肿瘤晚期
[

是 多种肿瘤标志物升高

卵巢癌
(

期$未干预&

@" &!@%

肿瘤晚期 单侧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否 多种肿瘤标志物升高

卵巢透明细胞癌
'

F

期$未干预&

>" @!?%

肿瘤晚期
[

是 多种肿瘤标志物升高

输卵管卵巢脓肿
>$ ""%?

感染
[

是 炎性指标升高

中期妊娠合并
,*) "? "&0"

妊娠
左侧股总*股浅*及胫

后静脉
否

[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3PS:5(2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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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I

"$!0

!

*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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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妇科疾病中
,*)

或
')U

的发生情况

疾病类型
年龄

$岁&

,,

水平

$

4

K

"

8R

&

主要高危

因素
,*)

部位
')U

女性肿瘤标志物"

炎性指标"贫血

中期妊娠合并
,*) "? &?!?

妊娠
左侧股总*股浅*及胫

后静脉
否

[

巨大子宫肌瘤合并
,*) >& "!0&

压迫
左侧股总*双侧股浅*

及胫后静脉血栓
否

[

盆底脱垂术后
@0 "%&&

术后卧床
%

"5

单侧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否 均阴性

子宫破裂经腹修补术后
>! "!!>

术后卧床
%

"5

单侧静脉血栓 否
YP

"为
?&

K

"

R

经腹肌瘤切除术后
>" ><<%

术后卧床
%

"5

单侧胫后静脉血栓 是
YP

为
?"

K

"

R

异常子宫出血
?$ "0@>

心脏病
[

是
多种肿瘤标志物升高

YP

为
!$&

K

"

R

!!

注!

"

YP

指血红蛋白#为反映贫血的指标%

[

为无数据

'

!

讨
!!

论

!!

血栓性疾病是因体内凝血和纤溶系统成分异常

而导致凝血
6

抗凝失衡引起的血栓形成及血栓栓塞)

纤维蛋白原在凝血过程中被凝血酶降解生成交联纤

维蛋白#而
,,

是交联纤维蛋白特异性降解产物之

一#其明显升高可直接反映血栓形成)

*)U

分为浅

静脉血栓形成和
,*)

#下肢
,*)

易并发急性
')U

#

备受临床关注)下肢
,*)

分
&

种类型#即周围型*中

心型和混合型)周围型指膝关节以下的
,*)

%中心

型指髂股静脉血栓形成#以左侧常见)混合型下肢

,*)

也叫全肢型
,*)

#可由两种类型的血栓扩展而

成)小腿肌间
*)U

#原发并局限于腓肠肌和比目鱼

肌静脉丛#属于最常见的周围型
,*)

#因管径细*分

支多#交织成网而血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另外#周

围型
,*)

还常见于静脉*胫前静脉*胫后静脉和腓

静脉)

研究显示#卵巢恶性肿瘤患者血浆
,,

水平明显

高于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和健康体检者%随着卵巢恶性

肿瘤分期增加#血浆
,,

检测阳性率逐渐上升#血浆

,,

水平逐渐升高'

&6@

(

)本研究由于肿瘤病例较少#且

部分已进行手术或化疗干预#未得出卵巢恶性肿瘤分

期增加时
,,

水平升高的结果)恶性肿瘤患者
*)U

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恶性肿瘤患者#是后者的
"

#

&

倍'

?

(

%大概有
"$/

的
*)U

发生与恶性肿瘤有关'

%

(

%很

多恶性肿瘤
*)U

的发生无明显临床症状)卵巢恶性

肿瘤治疗前无症状性
*)U

的发生率也较高#

,,

明显

升高和透明细胞癌病理分型为卵巢癌
,*)

的独立高

危因素'

"

(

)本研究也发现#尽管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发

生率低#但在
>

例发生
,*)

或
')U

的卵巢癌中却占

"

例#这应该在卵巢癌血栓性疾病的筛查中引起重视)

干预治疗前的
,,

水平对实性恶性肿瘤的预后有一

定预测作用#相对于用血浆
,,

水平来预测肿瘤患者

*)U

的发生#也有一些研究倾向于用
,,

水平预测早

期恶性肿瘤的发生和评估恶性肿瘤的预后'

"

(

)国外

另外一项针对
!!%<

例恶性肿瘤患者的队列研究指

出#血
,,

水平轻度升高组的
"

年生存率达
%</

#而

血
,,

水平明显升高组的
"

年生存率仅为
&$/

'

@

(

)

尽管各研究对
,,

明显升高的水平界定不同#但
,,

明显升高是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随着年龄增长#血浆
,,

水平升高#在老年心血

管疾病和肺部慢性疾病患者中更为明显'

<

(

%健康老人

血浆
,,

水平与健康青年人比较#以及老年患者血浆

,,

水平与健康老人比较#均有明显差异'

0

(

)这与老

年人活动量少*血容量低及血流缓慢有一定关系)在

妇科较大盆腔手术后#卧床时间较长#老年患者合并

心肺疾病较多#更易并发
,*)

或
')U

#应做好
,*)

和
')U

的物理预防$充气加压泵等&或药物预防$低

分子肝素等&工作#并严密监测
,,

水平)本研究因

老年病例较少#且以
,,

明显升高为基准研究#无法

得出上述相似研究结论#但仍可以看出妇科恶性肿瘤

中#年龄较大的人群血栓性疾病的发病率较高)

妊娠女性血液处于生理性高凝状态#机体为了维

持凝血与纤溶的平衡#导致纤溶活性相应增加#故妊

娠期女性的
,,

水平高于非妊娠女性%且随着妊娠期

的进展#血液中
,,

水平逐渐增加'

!$6!!

(

)由于血液高

凝*孕期子宫压迫等原因#妊娠期女性
*)U

的发生率

是非妊娠女性的
>

#

@$

倍'

!!

(

)如上文描述#本研究
"

例妊娠期
*)U

均为左侧混合型下肢
,*)

)如血浆

,,

检测结果为阴性#可以完全排除妊娠期急性
')U

的发生'

!

(

)

有研究者观察了
?"$

例妇科盆腔术后患者
!

周

内下肢
,*)

形成情况#发现
,*)

的发生率为

0#?/

'

!"

(

)国外一项对盆腔手术及膀胱癌手术后患者

的研究显示$包含男性和女性&#术后
,*)

的发生率

为
0#@/

#进展为
')U

的概率为
>#@/

'

!&

(

)患者术后

处于持续高凝血状态#且长时间卧床#易发生周围型

,*)

#以小腿肌间静脉血栓较常见'

!>

(

)此研究中
?

例
,*)

为妇科较大手术术后患者#术后卧床时间超

过
"5

#并均于术后
?5

内发病)故对于术后不能尽早

下床的患者#应尽早采用物理预防或药物预防
*)U

)

另外#本研究发现急性感染*急性大出血*介入手

术术后等妇科相关非血栓形成性疾病初筛
,,

水平

明显升高)

S-).N_

等'

!@

(提出急性感染性疾病患

者血浆
,,

水平明显升高#且
,*)

发生率高于普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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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介入术后
,,

升高比较常见#但外科急性大出

血时
,,

明显升高鲜有研究)本研究中尽管有
!

例感

染和
!

例异常子宫出血患者发生
')U

#但由于样本量

太小#且后者合并心脏病和多种肿瘤标志物升高#无

法判断妇科疾病与
')U

的关系#需进一步研究)临

床上也可出现一过性
,,

水平升高#但无明确并发

症)动态监测
,,

水平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对于持

续性
,,

水平升高#仍要警惕
*)U

或
')U

发生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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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产妇学习母乳喂养及新生儿护理知识与技能等)

通过比较开展
V((

活动前后产妇对于母乳喂养姿

势*人工挤奶*新生儿抱姿*新生儿换尿不湿等技能的

掌握情况#结果显示试验组产妇自我照顾和护理新生

儿的技能掌握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

圈员在本次活动中发挥创意#分工协作#不断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共同学习
V((

的各种手法)最终

圈员各方面能力均明显提高)然而#在此次
V((

活

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阴道分娩产妇健康宣教有效

率为
<!#!%/

#需要继续优化护理流程#完善课程#进

一步提高健康宣教的有效性#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应

持续进行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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