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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胆红素的变化与凝血功能及继发性

血小板增多症的临床研究

林柏杏$

!冯炳棋.

!陈
!

慧$

#

$/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新生儿科!广东深圳
"$X###

&

./

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广东湛江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胆红素的变化与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及凝血异常的规

律"方法
!

将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

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纳入观察组!并根据血清总胆红

素$

,&PS

%水平!将
,&PS

$

."3

#

64D

'

S

的
$3

例患儿设定为
%

组!而
,&PS

&

."3

#

64D

'

S

的
$X

例患儿设定为
&

组"选择同期的
("

例健康新生儿纳入对照组!比较上述新生儿外周血血小板计数$

GS,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

%G,,

%#凝血酶原时间$

G,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bP&

%水平!以及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

率"结果
!

观察组患儿的
GS,

#

%G,,

#

G,

#

,,

等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新生儿!而
bP&

水平则低于对照组新生

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为
../X[

!对照组发生率为

"/3$[

!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患儿
GS,

#

%G,,

#

G,

#

,,

等指标水平均

高于
%

组!

bP&

水平则低于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两组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小板增多症患儿外周血
,&PS

恢复正常时间明显长于
GS,

正常患儿!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GS,

会增多!且更易发生凝血功能障碍!随着血清
,&PS

水平不

断升高!会加重新生儿凝血功能障碍情况&患有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PS

恢复时间较长"

关键词"高胆红素血症&

!

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

凝血功能&

!

新生儿

中图法分类号"

03../$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3.)2!""

$

.#$2

%

$!).#3.)#!

!!

在众多新生儿科疾病中#高胆红素血症是最常见 的一种#可以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新生儿会出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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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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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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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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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轻微食欲不振的情况#如果不及时有效地治疗#则

会引发胆红素脑病#危及患儿的生命'

$

(

+新生儿中#

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较为少见#其发生与感染)恶性

肿瘤及溶血性贫血等多种因素有关#由于该疾病的临

床症状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容易被忽视#漏诊率较

高#而如果患儿得不到及时治疗#则会引发严重后果#

甚至会危及其他脏器#造成新生儿死亡+另外#新生

儿的各个系统发育尚不完善#特别是凝血功能较弱#

且会受到出生时胎龄)日龄等影响'

.

(

+但临床中#对

于血清总胆红素$

,&PS

%变化对凝血功能和血小板的

影响认识不足#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南方医科大学深

圳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为

研究对象#分析了
,&PS

变化与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和凝血功能异常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新生儿

科
.#$1

年
$.

月至
.#$3

年
$.

月住院的
("

例高胆红

素血症新生儿纳入观察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日

龄
$

"

1?

#平均$

(/$e$/2

%

?

&剖宫产新生儿
.#

例#阴

道分娩新生儿
$"

例+根据
,&PS

水平#将观察组患儿

进一步分为
%

)

&

组#

,&PS

$

."3

#

64D

"

S

的
$3

例患

儿纳入
%

组#而
,&PS

&

."3

#

64D

"

S

的
$X

例患儿纳

入
&

组+选择同期的
("

例足月新生儿纳入对照组#

其中男
$(

例#女
..

例&日龄
$

"

1?

#平均$

(/!e$/.

%

?

&剖宫产新生儿
$2

例#阴道分娩新生儿
$1

例+观察

组与对照组新生儿的性别)日龄等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

观察组患儿均符合/实用新生儿学0中新生儿高胆红

素血症诊断标准'

(

(

&$

.

%两组新生儿的家属均签订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合并感染)肿瘤等影响血小

板计数$

GS,

%因素者&$

.

%凝血功能障碍者+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接受血常规)肝功能及

凝血
!

项检测#抽取新生儿股静脉血
16S

#在抽血的

过程中确保新生儿安静#做到快)准#降低人为因素导

致的结果异常+其中
!6S

血采用
*+,%

抗凝#进行

血常规和肝功能检测#血常规检测采用的仪器为
T')

1##

全自动三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库贝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肝功能检测采用的仪器为
31##

型日立公司

生化分析仪+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判断指标为

GS,

%

!##Z$#

2

"

S

#对于观察组的患儿#应每隔
(?

进

行一次肝功能检测#直到患儿的肝功能水平恢复正

常+另外
.6S

血液标本进行凝血
!

项检测#包括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G,,

%)凝血酶原时间$

G,

%)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bP&

%#检测仪器为日

本希森美康
'%3###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上述相关

检测的试剂盒均为仪器生产公司配套产品+

$/'

!

观察指标
!

分析两组新生儿外周血
GS,

)

%G,,

)

G,

)

,,

)

bP&

等指标水平+比较两组新生儿继

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分析
%

)

&

两组患儿
GS,

)

%G,,

)

G,

)

,,

)

bP&

等指标水平+比较
%

)

&

两组患儿

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中血小板增

多症患儿与
GS,

正常患儿
,&PS

恢复正常的时间+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2/#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Ke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观察组与对照组新生儿的
GS,

及凝血功能比

较
!

观察组患儿的
GS,

)

%G,,

)

G,

)

,,

等指标水平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新生儿#而
bP&

水平则低于对照组

新生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新生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

生率比较
!

观察组患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

为
../X[

$

X

"

("

%#对照组新生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发生率为
"/3$[

$

.

"

("

%#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发生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组与
&

组患儿
GS,

与凝血功能比较
!

&

组

患儿的
GS,

)

%G,,

)

G,

)

,,

水平均明显高于
%

组#

bP&

水平则低于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1

!

%

组与
&

组患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的

比较
!

%

组与
&

组患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

分别为
$3/1"[

$

(

"

$3

%)

../..[

$

!

"

$X

%#两组的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2

!

不同
GS,

水平患儿外周血
,&PS

恢复正常时间

比较
!

血小板增多症患儿外周血
,&PS

恢复正常时间

为$

$#/.e(/!

%

?

#

GS,

正常患儿外周血
,&PS

恢复正

常时间为$

X/(e$/"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1/!1

#

!

$

#/#"

%+

表
$

!!

观察组与对照组新生儿的
GS,

及凝血功能比较#

KeF

$

组别
) GS,

$

Z$#

2

"

S

%

%G,,

$

>

%

G,

$

>

%

,,

$

>

%

bP&

$

F

"

S

%

观察组
(" !.X/31e"X/#$ !2/X.e$(/X$ .$/("e1/$! $2/3!e2/.( $/!3e#/X(

对照组
(" .X$/"3e11/$! .3/2(e1/.! $./2$e3/"1 $"/1Xe"/.! ./"2e#/(2

@ 2/X2X# X/"!"1 "/$.1X ./.1(# 3/..".

! #/### #/### #/### #/#.# #/###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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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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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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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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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D/$1

!

W4/$!



表
.

!!

%

组与
&

组患儿
GS,

与凝血功能比较#

KeF

$

组别
) GS,

$

Z$#

2

"

S

%

%G,,

$

>

%

G,

$

>

%

,,

$

>

%

bP&

$

F

"

S

%

%

组
$3 .X"/!2e"$/XX (X/3$e$./11 $1/!3e1/"2 $3/1.e!/X$ ./(1e#/3"

&

组
$X !"$/(Xe"./$! !"/("eX/2. ."/!3e3/1$ ../2.e"/X( $/"Xe#/11

@ $(/(!.2 ./"(1" "/.X2$ !/$!X" !/1$X2

! #/## #/#$ #/## #/## #/##

'

!

讨
!!

论

!!

高胆红素血症主要由于胆红素生成增多或者排

泄减少导致#其临床最直接的表现为黄疸#如果不及

时有效治疗#则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如胆红素脑病#其

病死率高达
X#[

'

!

(

+而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则是由

于多种因素导致血小板的生成加快#其主要继发于慢

性炎症)恶性肿瘤患者#新生儿较为少见#但是早产儿

的发生率则略高#该病发病较为隐匿#常被家属及临

床医生忽视#很容易引发高钾血症或器官栓塞等严重

并发症'

"

(

+

对于新生儿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病因#目前相

关研究报道较少#并且该病的发病机制也尚不明确#

目前#临床共识为该病主要是因为巨核细胞在某些因

素刺激下引起血小板过多所致#此外#与血小板再分

布及血浆中的血小板刺激因子有关+临床上发现#继

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儿的炎性指标常常增高#猜测急

性炎症时血小板生成素水平短暂性增高#具体情况尚

待进一步研究+

刘素丽等'

1

(选择
".

例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儿

进行研究#发现新生儿肺炎患儿
$2

例#高胆红素血症

患儿
."

例#而新生儿败血症患儿
(

例#说明新生儿发

生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可能主要原因为高胆红素

血症+而本研究中#观察组患儿的
GS,

)

%G,,

)

G,

)

,,

等指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新生儿#而
bP&

水平则

低于对照组新生儿#同时#观察组继发性血小板增多

症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研究者也发现继发

性血小板增多症的发生和胆红素升高的毒性机体表

达多种细胞因子密切相关'

3

(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

结论相似+

曹兰芳等'

X

(对
"1

例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新生

儿进行了临床分析#认为高胆红素血症本身不能引起

GS,

升高#但是引发高胆红素血症的相关因素则能导

致
GS,

升高+从本研究也不难看出#

GS,

并不是随

着
,&PS

升高而升高#也表明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

自限性#和上述研究结果相似#但是哪种具体因素引

发的高
,&PS

#间接导致
GS,

升高还需要临床进一步

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儿的

,&PS

恢复时间较长#这可能和微血栓阻塞肝小血管

有一定联系#进而导致肝脏局部缺血缺氧#降低了胆

红素的清除能力'

2)$#

(

+与此同时#徐昱等'

$#

(和
V%YP)

SP-P

等'

$$

(在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外周血活化血小

板的变化研究中发现#高水平的胆红素能将血小板内

,

颗粒蛋白激活#导致
GS,

的聚集#引发新生儿的凝

血功能紊乱+

众所周知#由于凝血因子不能通过胎盘#导致新

生儿血浆凝血因子水平低于成人#并且需要在出生后

半年才能逐渐纠正#在此阶段#新生儿容易因感染及

代谢紊乱引起继发性凝血障碍+与此同时#新生儿的

相关系统发育还不完善#因此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影

响#例如肝脏发育不完善会导致凝血因子
$

)

%

)

9

)

*

)

<

等合成不足#所以新生儿的
G,

和
%G,,

较成

人高#并且高胆红素血症也会损伤新生儿的肝细胞#

导致维生素
-

的合成受阻'

$$)$(

(

+有研究已经证实#高

胆红素血症会影响新生儿的凝血功能'

$!

(

+而在本次

研究中#观察组患儿的
G,

)

%G,,

)

,,

水平均较高#

而
bP&

则较低#同时对不同
,&PS

水平的患儿进行分

析#其
,&PS

水平越高#患儿的凝血功能障碍越严重+

另外#

GS,

大量聚集#以及早产儿)危重儿常需要进行

有创性治疗都会加重新生儿出血及血栓形成风险#所

以#对于患有高胆红素血症的患儿#应及时观察外周

血
GS,

及凝血功能#将胆红素水平控制在正常范围#

以免引发难以纠正的继发性凝血障碍#甚至发生弥散

性血管内凝血导致致命性的出血+

综上所述#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GS,

会增多#也

容易发生凝血功能障碍&随着血清
,&PS

水平不断升

高#会加重新生儿凝血功能障碍情况&继发性血小板

增多症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其
,&PS

恢复时间

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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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0

与
GbW%

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疗效比较

乔小路!戴强强#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第二人民医院骨科!陕西渭南
3$$3##

!!

摘
!

要"目的
!

比较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bI0

%和单侧骨牵引架改良微创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术$

GbW%

%

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疗效"方法
!

将该院
.#$"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
$!#

例老年股骨粗隆间

骨折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
bI0

!观察组患者接受
GbW%

!比

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术后
$

#

(

#

3

?

数字疼痛评分法$

W0Y

%评分!术后
(

#

1

#

$.

个月及
.

年
I899@>

髋关节$

IYY

%评分"结果
!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但术后下床活动时间较对照组患者迟!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患

者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两组患者
W0Y

评分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
(

个月两组患者
IY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术后
1

#

$.

个月及
.

年观察组患

者
IYY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

$

#/#"

%"结论
!

GbW%

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

少!但住院时间长!下床活动时间迟!而
GbW%

与
bI0

并发症及术后疼痛程度相差不大!对髋关节功能恢复近

期疗效相近!但远期疗效
GbW%

优于
bI0

"

关键词"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

单侧骨牵引架改良微创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术&

!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

中图法分类号"

01X(/!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3.)2!""

$

.#$2

%

$!).#3")#(

!!

股骨粗隆间骨折为老年人常见的骨折类型#临床

通常采取手术治疗#其常用的方法有人工股骨头置换

术$

bI0

%和单侧骨牵引架改良微创股骨近端防旋髓

内钉术$

GbW%

%两种'

$

(

+目前#临床研究多认为
Gb)

W%

手术时间短#出血少'

.)!

(

#但关于其术后髋关节功

能恢复效果存在一定争议+有研究认为术后两种手

术短期效果相差不大#但远期效果
GbW%

优于

bI0

'

"

(

#另外也有研究认为术后早期
bI0

疗效优于

GbW%

'

1)3

(

+因此#本研究针对这两种手术效果进行比

较#旨在为临床对于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的手术

方式选择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
$!#

例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

$

%确诊为股骨粗隆间骨折&$

.

%年

龄
&

1"

岁&$

(

%为闭合性骨折&$

!

%同意参与本研究#且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开放性骨折&$

.

%合

并严重髋关节骨性关节炎&$

(

%下肢功能障碍&$

!

%多

发性骨折&$

"

%凝血功能障碍&$

1

%陈旧性骨折&$

3

%无

法配合完成本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3#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受伤原

因)骨折
*M8A>

分型)基础疾病)骨折部位)骨密度等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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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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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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