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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凝血酶原时间"

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T//

%'凝血酶时间"

//

%和纤维蛋白原

"

d̂X

%检测在判断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凝血功能状况'出血危险性及治疗预后方面的临床价值&方法
!

采用

S

@

A912O*'%

血凝分析仪对
.+

例患者和
+-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凝血
$

项指标检测&结果
!

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

前凝血
$

项指标检测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T/

'

*T//

'

//

延长!分别为"

"!#(L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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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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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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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

减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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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肝功能有一定损害!临床在治疗过程中通过定期监测患

者的凝血指标!有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及预后评估&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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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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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损害会导致凝血)抗凝及纤溶系统的失衡#表现为

多项凝血指标的异常*其中一个常见的临床症状就是出血#甚

至导致部分患者死亡.

!

/

*为探讨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凝血功能变化和预后#本文对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凝血

酶原时间$

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T//

&)凝血酶时间

$

//

&和纤维蛋白原$

d̂X

&凝血指标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泸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治疗组#所有患者均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

版-$

OON],&

&精神

分裂症诊断标准.

"

/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入院时无肝)胆)心)肾及血液系统疾病#

!

周内未服用任何药

物*于入院第
"

天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治疗方案!均采用喹

硫平)氯丙嗪或氯氮平药物进行治疗#疗程
"

年以上#治疗后定

期测定凝血
$

项指标$

T/

)

*T//

)

//

)

d̂X

&*健康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为泸州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人员#排除

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血液病#采集标本前未使用影响凝

血功能的药物*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S

@

A912O*'%

血凝分析仪%试剂

为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

!

方法
!

抽取静脉血
!#.9M

#注入含有
%#"9M!%-9904

"

M

枸橼酸钠的真空采血管内#立即轻轻颠倒混匀
'

%

!%

次#以

&%%%5

"

9?7

离心
!'9?7

#取血浆检测
T/

)

*T//

)

//

和
d̂X

*

$#1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以
QL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2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精神分裂症患者经抗精神药物治疗后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

T/

)

*T//

)

//

均延长#

d̂X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前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
T/

+

*T//

+

//

+

d̂X

检测结果&

QL1

'

组别
' T/

$

A

&

*T//

$

A

&

//

$

A

&

d̂X

$

E

"

M

&

健康对照组
+- !%#'L!#& "-#!L$#' !&#&L"#( &#%L%#-

治疗组

!

治疗前
.+

!!#&L"#!

6

&%#-L&#'

6

!!#'L&#$

6

&#"L%#+

6

!

治疗后
.+

"!#(L'#&

D

'%#.L"%#!

D

"&#&L$#-

D

!#!L%#(

D

!!

注!与对照组比较#

D

!

#

%#%'

#

6

!

%

%#%'

*

表
"

!

不同性别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后

!

凝血指标检测结果&

QL1

'

性别
' T/

$

A

&

*T//

$

A

&

//

$

A

&

d̂X

$

E

"

M

&

男
$% "%#(L$#! '!#&L!-#- ""#!L'#" !#"&L%#'-

女
$+

""#(L'#+

6

$-#+L"%#(

6

"$#(L$#&

6

!#%+L%#$.

6

!!

注!与男性比较#

6

!

%

%#%'

*

$下转第
-&(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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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5?4"%!"

!

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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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样本均进行
dl,TOY

和
KM̂S*

!!!

检测的结果统计对比

方法

观察组$

(%

例&

阳性

例数

阴性

例数

阳性率

$

)

&

健康对照组$

.%

例&

阳性

例数

阴性

例数

阴性率

$

)

&

dl,TOY '$ ( -%#%% % .% !%%#%%

KM̂S* $- !! .!#(+ & ++ -(#"'

'

!

讨
!!

论

人群中
ROP

感染易于慢性化#并且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可

能发展为肝硬化#并可能导致肝细胞癌.

&

/

#因此
ROP

感染的

早期诊断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但是很多患者感染
ROP

多

年#在临床上并无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对此类患者#

ROP

感染

的病原学检测往往是确定诊断和治疗决策的唯一依据*

传统的
KM̂S*

测定只能定性#满足临床对单纯阴性)阳性

结果的判断*

dl,TOY

技术是一个灵敏度高)特异性强)能进

行定量分析的免疫检测技术#对药物疗效和病情监测均具有重

要意义.

$

/

*从以上研究结果也可看出#在检测
ROP

方面#

dl,

TOY

比
KM̂S*

更具灵敏性和特异性#其结果更加符合患者真

实情况*但是#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观察组中的
(%

例样本#有

'$

例为
dl,TOY

检测阳性#有
$-

例为
KM̂S*

检测阳性#两者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这两种方法对丙型肝

炎的诊断均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若能联合使用#则可大大提高

临床对丙型肝炎的准确诊断*至于
dl,TOY

阳性而
KM̂S*

却

未检出抗
,ROP

阳性的
'

例样本#可能存在
&

个方面原因!$

!

&

检测抗
,ROP

反应系统不稳定#或敏感度不高%$

"

&机体的免疫

力低下#感染后抗
,ROP

产生水平较低%$

&

&感染后抗
,ROP

产

生滞后#早期检测可呈阴性#试剂盒所检测的抗
,ROP

在
ROP

感染后出现相对较晚#感染
ROP

后#存在一个血清抗体阴性

的病毒血症期#事实上该期间内
ROP

在体内复制活跃#并有

较强的传染性.

'

/

%这可能与方法学敏感性)病毒感染所处的临

床阶段)基因的突变及抗病毒药物的应用相关.

(

/

*换言之#临

床上这类患者如果仅检测抗
,ROP

#往往漏诊率高#漏诊不仅

在流行病学上产生诸如献血污染等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亦可延

误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时机*健康对照组的
.%

例样本
dl,TOY

检测均为阴性#而
KM̂S*

检测为阳性的有
&

例#可能是因为被

检标本中某些成分与抗
,ROP

发生交叉反应或非特异性吸附

时#导致抗
,ROP

出现假阳性的现象.

+

/

*

综上所述#在检测
ROP

方面#

dl,TOY

比
KM̂S*

更具灵

敏性和特异性#

dl,TOY

不仅可以在抗
,ROP

转阳前及时发现

早期感染者#而且能够明确抗
,ROP

阳性的感染者体内
ROP

的复制水平#更好地动态监测
ROP

的感染状况%而
KM̂S*

具

备检测时间较短)成本低的优点*所以若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则可大大提高临床对丙型肝炎的准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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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后凝血
$

项指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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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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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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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脏是凝血因子合成的重要场所*

T/

是检测外源性凝

血系统最常用的项目#它反映因子
(

)

2

)

3

)

4

的含量或有循

环抗凝物质存在%

*T//

是反映内源性凝血系统最常用和较敏

感的筛选试验#测定因子
5

)

6

)

7

的凝血活性#也受因子
'

)

(

)

2

)

4

的影响%

//

是反映共同凝血途径的检测项目*

d̂X

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糖蛋白#在凝血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生理作

用#

d̂X

具有增强细胞间的桥联力和减少细胞表面负电荷的作

用#其含量降低是反映严重肝损害患者的蛋白和生物酶合成下

降凝血功能障碍的较敏感指标#当严重肝损害时其含量明显降

低.

&

/

*因此#凝血
$

项检测可作为评估肝功能损害的严重性和

预后的重要指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监测及估计预后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

/

*本文资料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使用

抗精神病药物后#会导致其血浆
T/

)

*T//

和
//

的延长以及

d̂X

的减少.

'

/

*对于不同性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使用抗精

神病药物后进行比较分析#凝血水平无明显差别*

'#/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需长期治疗#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抗

精神病药物对肝脏均有损害#重者可引起药物性肝炎甚至肝硬

化*如何治疗和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又能减少抗精神病药物

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是每位临床医师必须考虑的*本文资料显

示#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会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不同程

度的肝损害#从而引起患者血浆凝血水平的异常*因此#在临

床治疗上#临床医师可将凝血
$

项指标作为监测精神分裂症患

者肝功能的指标之一#以预防和减少早期药物使用对患者肝脏

的损害#有利于患者的治愈和康复*同时在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方面也值得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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