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数据上看#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甲型
a6Y6

流感患者其

*S:

值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甲型
a6Y6

流感患者都会有
*S:

值增高*但大部分甲型
a6Y6

流感患

者
*S:

值呈增高趋势#且有少数患者
*S:

值非常高.

%

/

*作

统计学分析后表明#甲型
a6Y6

流感患者的
*S:

值比健康对

照组要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故甲型
a6Y6

流感患者做

*S:

值检测有其辅助诊断意义*

甲型
a6Y6

流感患者的
*S:

均值较健康人群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但因造成
*S:

增高的因素很多#故
*S:

值检

测不能作为甲型
a6Y6

流感最直接的诊断依据#只能作为甲

型
a6Y6

流感的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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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聚体在妊娠期的变化及意义

张耀东6

!冯媛媛%

"

68

解放军第四五六医院检验科!山东济南
!

%"##$6

'

%8

解放军第四一医院

干部二科!山东青岛
!

%!!#9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b)

二聚体在妊娠期中的变化及其意义$方法
!

选取近期在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

例女

性患者$其中妊娠期女性
65$

例"按妊娠周期分为%早期妊娠组
"%

例&中期妊娠组
5U

例&晚期妊娠组
5$

例'按妊娠

年龄分为%

&

$#

岁组
(U

例&

'

$#

岁组
5"

例#!非妊娠期女性
66$

例$使用德国
:'W+N.Ga

公司生产的
b)

二聚体

仪器进行检测!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妊娠期与非妊娠期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测量值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妊娠年龄小于
$#

岁与妊娠年龄大于或

等于
$#

岁女性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结论
!

妊娠期女性
b)

二聚体含量明显高于非

妊娠期女性!随着妊娠的进展!

b)

二聚体在血液中的含量逐渐增加'妊娠年龄与
b)

二聚体升高程度无关$其测定值

不宜作为深静脉血栓&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诊断依据$

"关键词#

!

b)

二聚体'

!

妊娠'

!

纤维蛋白
!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6!9%)(5""

"

%#66

#

#!)#95U)#%

!!

b)

二聚体是经活化的
5

>

因子作用后形成的交联纤维蛋

白在纤维酶作用下产生的降解产物#为继发性纤溶的特有代谢

物#同时也作为溶栓治疗的观察指标#在健康人血浆中含量比

较低.

6

/

*妊娠期女性随着妊娠周数的增加#血液逐渐呈高凝状

态#其
b)

二聚体的含量可能会发生改变*本文通过对妊娠期

与非妊娠期女性
b)

二聚体进行检测#探讨在女性妊娠期中
b)

二聚体的改变及其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近期在妇产科门诊中就诊的
%"!

例女性

患者#其中妊娠期女性
65$

例#年龄
%#

"

55

岁*按妊娠周期分

为!早期妊娠
"%

例(中期妊娠
5U

例(晚期妊娠
5$

例)按妊娠年

龄分为!

&

$#

岁的
(U

例#

'

$#

岁的
5"

例*非妊娠期女性
66$

例#年龄
%5

"

!6

岁*标本要求无溶血(脂血(黄疸等影响检测

的情况*

$8/

!

实验仪器
!

德国
:'W+N.Ga

公司
VW)6###b)

二聚体

检测仪*

$8'

!

实验试剂
!

德国
:'W+N.Ga

公司生产原装
b)

二聚体

测定试剂盒*

$81

!

方法
!

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标本$

#86#(.;,

"

S$8%[

枸橼酸钠
6j(

抗凝%*经
$###A

"

.EC

离心
6#.EC

#分离血浆

后进行检测*采用乳胶法进行
b)

二聚体检测#记录每次检测

结果*

$82

!

统计分析
!

实验数据采用
T&TT698#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以
; J̀

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
F

检验及单因数方差分

析#以
K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妊娠期与非妊娠期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8#"

%)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测量值逐渐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8#6

%)妊娠年龄小于
$#

岁与大于或等于
$#

岁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见表

6

*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6

!

妊娠组与非妊娠组
b)

二聚体检测结果

组别 年龄$岁%

5 b)

二聚体$

$

H

"

S

%

非妊娠组
%5

"

!6 66$ %6"8%̀ 6!$8$

%#

"

55 65$ "9$8Ù $!58(

"

妊娠组
&

$# (U "9"8"̀ $!#85

""

'

$# 5" "!(8!̀ $U#8!

!!

注!与非妊娠组比较#

"

K

&

#8#"

)与妊娠组$

'

$#

岁%比较#

""

K

(

#8#"

*

表
%

!

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检测结果

妊娠各期 妊娠周数$周%

5 b)

二聚体$

$

H

"

S

%

早期妊娠
$

6$ "% $%!8$̀ 6!(8U

中期妊娠
65

"

%9 5U

"5(8Ù %U68(

"

晚期妊娠
'

%U 5$ (!58$̀ %"$8"

"#

!!

注!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数方差分析)与早期妊娠组比较#

"

K

&

#8#"

)与中期妊娠组比较#

#

K

&

#8#"

*

'

!

讨
!!

论

纤维蛋白溶解系统$简称纤溶系统%是人体最重要的抗凝

+

U5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S>GV<FW,EC

!

V>AD@%#66

!

X;,8U

!

Y;8!



系统之一#它在保持血管壁的正常通透性#维持血液的流动状

态和组织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b)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

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反映体内高凝状态和血栓形成的一种标

志物*血浆中
b)

二聚体水平的增高说明存在继发性纤溶过程

$先产生凝血酶#后又有纤溶系统活化%#即是体内存在纤维蛋

白的溶解*因此#血浆
b)

二聚体的检测在深静脉血栓(肺栓塞

等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和预后判断中均具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

%

/

*

妊娠期妇女血液系统处于生理性的高凝状态#胎盘附着面

为一局部发生血管内凝血的潜在场所)随着妊娠的进展#胎盘

局部缺血#绒毛坏死#滋养叶碎片进入血微循环#途经肺循环时

被溶解#释放出大量的组织凝血活酶#导致血管内凝血*同时#

继发性纤溶系统也被激活#以清除子宫螺旋动脉和静脉窦内的

血栓#加速子宫内膜的再生和修复#从而使
b)

二聚体含量明显

上升*此时如仍然以血浆
b)

二聚体含量较正常值升高
5

倍作

为异常的实验室指标来诊断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和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实有不妥.

$

/

*本研究结果发现#

b)

二聚体在妊娠期女性

明显高于非妊娠女性$

K

&

#8#"

%#并且在妊娠期女性中普遍升

高#尚不存在妊娠年龄高低的差异$

K

(

#8#"

%*本研究还发

现#随着早期(中期(晚期妊娠的发展#

b)

二聚体含量不断升高#

各组间差异明显增加$

K

&

#8#6

%#说明正常妊娠妇女到后期已

处于相对及继发性纤溶增强状态*孕妇生产后#随着妊娠的结

束#生理性的高凝状态也逐渐终止#为了维持血液的正常流动

状态#其血浆
b)

二聚体的含量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

5)!

/

*

本研究结果提示#妊娠时体内为一个生理性的高凝状态#

随着妊娠的进展#孕妇血浆
b)

二聚体含量逐渐增加是一个生

理性的代偿状态*基于妊娠期血液系统生理改变的特点#妊娠

期血浆
b)

二聚体的增加不能作为诊断深静脉血栓(肺栓塞等

血栓性疾病的惟一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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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腔炎患者与对照组各血型比较
!

见表
%

*盆腔炎患者

血型分布结果为
+

(

*

(

R

(

*R

#与健康对照组血型分布结果

$

+

(

*

(

R

(

*R

%一致#血型间对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

#8#"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患病危险率(

*

型血患病相对

危险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其患病相对危险率是非

*

型血的一倍多*

表
%

!

盆腔炎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各血型比较)

5

%

[

&*

组别
5 *

型
R

型
+

型
*R

型

病例组
!$! 6U#

$

%(85

%

6!6

$

%"8$

%

%"6

$

$(8"

%

$9

$

"8U

%

健康对照组
"#6" 6"99

$

$685

%

6%9!

$

%"85

%

69U!

$

$"8!

%

$9!

$

98!

%

*

%

\ 68$(" #8##$ 68!96 %8#"!

ff \ 68U6

"

#8(% 686U #89!

*

%

\ "8""% #8U$( $8!$$ %8$"6

K \ #8#6U #8$!# #8#"9 #86%"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K

&

#8#"

*

\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本次收集的盆腔炎患者血型分布结果为
+

(

*

(

R

(

*R

#

即
+

型血患者最多#

*R

型患者最少#这与本地区中心血站女

汉族献血员血型分布特点一致#与本省报道的口腔创伤患

者.

5

/

(支气管炎患者.

"

/

(结肠癌患者.

!

/血型分布特点相吻合#可

能是由于本省人群血型分布特点所致*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宋国琴等.

5

/报道的口腔创伤患者的结果

相吻合#与其他文献资料.

6)$

#

")!

/的结果不一致*从年龄分布上

看#年龄介于
$#

"

"#

岁的患者占绝大多数#与其他年龄段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7#8###

%#显示该病在本地区有明显

的中青年化倾向#与报道的其他疾病的年龄分布特点不一

致.

6)!

/

*从地域情况看#城市(农村患者血型分布差异非常明显

$

K

&

#8#6

%#这与口腔创伤患者.

5

/

(支气管炎.

"

/和结肠癌患

者.

!

/分布特点相同*此次收集的盆腔炎患者中#少数民族多于

汉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8#"

%#结合其地域分布特点

看#可能与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卫生习惯和生活观念等有关*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患病危险率#

*

型血患病相对危险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8#"

%#其患病相对危险率是非
*

型血的一

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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