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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血脂 纤维蛋白原浓度及

血小板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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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患者血脂%纤维蛋白原"

Y:E

#浓度及血小板参数的变化特

征及意义$方法
!

选择
!(

例妊高征待产孕妇"妊高征组#和
&!#

例正常待产孕妇"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两组

血脂%

Y:E

浓度及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并探讨其意义$结果
!

妊高征组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稍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妊

高征组
Y:E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妊高征组血小板计数%血小板比容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则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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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分析妊高征患者血脂%

Y:E

浓度及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对妊高征的诊断%病情判断及治疗有一定

价值$

"关键词#

!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

血脂&

!

纤维蛋白原&

!

血小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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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是威胁母婴健康最常见)

最严重的一种疾病#多数发生在妊娠
$#

周至产后
$

周#约占所

有孕妇的
',

,本文对妊高征待产孕妇和正常待产孕妇的血

脂)纤维蛋白原$

Y:E

%浓度及血小板参数进行分析#为临床诊

断)病情判断及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分娩

的孕妇
$$(

例#其中
!(

例妊高征患者#年龄
$)

!

)"

岁(

&!#

例

正常待产孕妇#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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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

清晨抽取空腹静脉不抗凝血
)CN

#采用

T4C

<

5>-̂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测定胆固醇

$

/O

%)三酰甘油$

/H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NZN.O

%和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UZN.O

%,采取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血
$

CN

#采用贝克曼库尔特
NU%'#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得血

小板计数$

XN/

%)血小板比容$

XO/

%)平均血小板体积$

KXP

%

和血小板分布宽度$

XZ\

%,采取枸橼酸钠
&f*

抗凝血
$+%

CN

#采用
L

@

>C1]O-.&'##

全自动血凝仪检测
Y:E

,所有标本

均在
$7

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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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结果用
Hc;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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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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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
/O

)

/H

)

NZN.O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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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N.O

低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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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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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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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与对照组血脂结果比较&

H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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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O /H UZN.O NZN.O

妊高征组
!( !+'!c#+() )+%(c#+(* &+'#c#+"& )+'(c#+!%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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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
Y:E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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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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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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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
!( "+%(c#+*&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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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
XN/

)

XO/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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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P

和
XZ\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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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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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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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与对照组血小板参数的比较&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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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组
!( &%'c"( #+&!c#+#' &#+$c$+) &%+$c$+($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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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孕妇在妊娠期由于体内多种激素的变化#明显影响血脂的

代谢,自妊娠第
&)

周起血脂便有明显升高#

/O

可增加
$',

#

/H

可升至正常妇女的
$

!

)

倍*

&

+

#以满足母体能量消耗)胎儿

生长发育)产后哺乳及胎脂储备所需要,妊娠期血脂水平随着

孕周的增加而增加#但血脂代谢的总体情况尚处于代偿期,本

文通过对妊高征组与对照组血脂结果的比较发现#妊高征组

/O

)

/H

)

NZN.O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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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N.O

稍低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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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
/O

)

/H

和
NZN.O

#对血管起破坏作用#能促

进和增加急性动脉粥样硬化(

UZN.O

对血管有保护作用#妊高

征组
UZN.O

水平的下降#提示其抵御动脉硬化保护机能大为

减弱#为妊高征胎盘临床急性动脉硬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N0?1;6G1;

等*

$

+体外试验证明#高水平的
/H

和
/O

会造成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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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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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前列环素$

XHI$

%合成下降#血栓素
-$

$

/a-$

%合成增加#

/a-$

与
XHI$

比例失衡#从而引起血管收缩,由此认为血脂

代谢紊乱在妊高征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Y:E

是血浆中含量最高的凝血因子#是血栓形成的重要因

素,在妊娠
)

个月左右孕妇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发生一系列

变化#各种凝血因子大量合成#

Y:E

含量逐渐升高#血液处于适

度的高凝状态#这种生理性变化可以有效地预防产后出血*

)

+

,

从本研究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妊高征患者的
Y:E

浓度明显高于

正常妊娠组#高浓度的
Y:E

使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黏度增

加)凝血和纤溶系统失衡#所以妊高征患者更具有血栓形成倾

向#甚至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发生,

血小板参数
XN/

)

KXP

)

XZ\

和
XO/

分别反映了血小板

数量)血小板的平均体积)血小板体积大小的差异程度和血小

板占全面体积的百分比,妊高征的基本病变为全身小动脉痉

挛#从而造成血管内皮损伤#进而引起凝血因子合成增加和凝

血系统激活#血小板聚集及破坏增加#导致
XN/

下降*

"

+

,骨髓

巨核细胞代偿性增生并释放大量的新生血小板#这些新生血小

板体积较大#故
KXP

增高#血小板体积大小的差异性增大#故

XZ\

增高,由于血小板的功能与其体积有关#

KXP

增高说明

血小板活化程度增强#体内的凝血活性增强#所以妊高征患者

处于高凝状态,有报道
KXP

变化先于
XN/

发生#较
XN/

更

为敏感#更能准确地反映体内血小板的情况*

'

+

,也有研究报道

血小板参数的变化与患者病情的轻重平行#产后各项指标可恢

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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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O

对糖尿病肾病早期

诊断的临床意义

陈爱静!陈梅英"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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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O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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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将糖尿病

患者按肌酐清除率"

O9?

#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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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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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Z

组"尿毒

症期#$测定各组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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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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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

LO?

#浓度和阳性率!并将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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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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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在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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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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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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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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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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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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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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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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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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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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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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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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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ZK

%肾病$

ZD

%是
ZK

最严重和最常见并发症之

一,

ZD

早期肾脏病变有可逆性#其症状不明显#但如不及时

控制和治疗#多数患者最终发展为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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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常用的

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指标有血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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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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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肌酐清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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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肾功能轻度损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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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

变化,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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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映肾小球

滤过率$

HỲ

%较为理想的内源性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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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测定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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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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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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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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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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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其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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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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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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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

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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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均为本

院内泌科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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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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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病例

均符合
&***

年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专家委员会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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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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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Z

组$尿毒

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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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组
)#

例#为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其

中男
&$

例#女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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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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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酶法#试剂为奥林巴斯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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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碱性

苦味酸法#试剂为奥林巴斯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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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疫比浊法#试剂为

英国朗道,仪器为日本奥林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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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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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检测结果以
Hc;

表示#组间差异用两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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