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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小板参数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

变化分析

邹
!

蓓"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医院检验科
!

2.Q.!Q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

)KP

#患者血小板计数"

V19

#'平均血小板体积"

KV'

#'血小板分布宽度

"

VUi

#和纤维蛋白原"

NBJ

#含量的变化及其对预后的意义$方法
!

)KP

患者入院
.!>

内抽取静脉血进行血小板

系列参数和血浆
NP&

检测!同健康体检者
Q#

名的结果作对照$结果
!

)KP

患者及其与健康对照组的上述各指标

对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结论
!

联合
V19

'

KV'

'

VUi

和
NBJ

检测对
)KP

患者的病情监测和预后判断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

!

急性心肌梗死%

!

血小板系列参数%

!

纤维蛋白原%

!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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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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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

)KP

%是由于冠状动脉在发病
"

#

".>

形

成大量粥样斑块#斑块具有不稳定性#其破裂时脱落导致心室

腔内附壁血栓形成+血小板是血液中最小的血细胞#其结构,

形态,功能的变化与血栓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血浆纤维蛋白

原$

NBJ

%是急性时相反应蛋白#也被认为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之一)

"

*

+为探讨血小板计数$

V19

%,血小板平均体积

$

KV'

%,血小板分布宽度$

VUi

%和
NBJ

的变化与
)KP

的关

系#本文对
8,

例
)KP

患者和
Q#

例健康对照者
,

项指标进行

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8

年
"#

月至
.#""

年
3

月在本院住院的

)KP

患者
8,

例#男
3!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
32-,

岁+均符合

世界卫生组织$

i%e

%对
)KP

的诊断标准+发病
.!>

内入

院#且排除恶性肿瘤,血液病及其他疾病+回顾性地将
)KP

患

者分成死亡组$

,3

例%#存活组$

2$

例%+健康对照组
Q#

例#其

中男
22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3,-$

岁#为同期在本院健康体

检正常者+

$-/

!

方法
!

所有患者入院次晨空腹抽取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YU9)+M

.

%和
"a8

柠檬酸钠抗凝血各
.01

+健康对照组也

以同样方法采集标本+用迈瑞
&O22##

全自动血球仪和东亚

O),2#

全自动血凝仪分别对标本进行血小板系列参数和
NBJ

含量检测+所有标本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在
.>

内完成检测+

$-'

!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以
E]>

表示#各组均数两两比较

用
?

检验+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KP

患者死亡组,存活组和健康对照组各参数结果比较

见表
"

+

表
"

!

)KP

患者死亡组(存活组和健康对照组各参数比较%

E]>

'

组别
) KV'

$

F1

%

VUi

$

F1

%

V19

$

h"#

8

"

1

%

NBJ

$

*

"

1

%

)KP

患者
!

死亡组
,3

""-.3].-!2

5

.#-.Q].-"!

5

".Q-,]2.-"

J6

!-3"]"-.,

JD

!!!!!

存活组
2$

"#-Q.].-",

5

"8-2.].-,Q

5

"8#-2]!,-2

,-82]#-Q2

5

健康对照组
Q# 8-3"]"-$8 "3-#,]"-Q. .".-"]!8-. ,-.#]#-8.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5

5

$

#-#2

#

J

5

$

#-#"

(与存活组比较 D

5

$

#-#2

#

6

5

$

#-#"

+

'

!

讨
!!

论

)KP

是临床最常见的血栓栓塞性疾病#其主要病理过程

是凝血和纤溶的失衡+血小板是由巨核细胞产生#在凝血系统

中起到重要作用+血小板的活性功能与血小板的体积,数量有

关+一般认为体积较大的血小板较年轻#含有较多致密颗粒#

可释放更多的凝血活性物质#使血小板更容易发生聚集反应#

使血栓形成加快#血栓体积加大+

KV'

是血小板活化的标志#

胶原和凝血酶诱导血小板聚集的速度和程度随
KV'

增大而

增强)

.

*

+

VUi

是衡量血小板体积的另一参数#其反映血小板

体积差异程度+一般说来#

KV'

增大时
VUi

也随之增大#二

者呈正比)

,

*

+许多研究表明#

)KP

患者
KV'

明显增大)

!+2

*

#且

在发作前
".>

就已经增大+另外#

)KP

患者血小板活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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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预后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证明#

)KP

患者死亡组和存

活组的
KV'

和
VUi

均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而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

这可能与本资料为早期监测结果#经治疗后死亡组与存活组间

有否差异需另作研究+

)KP

发生时冠状动脉内有血栓形成#

此过程消耗血小板#使血液循环中
V19

减少+本资料表明#死

亡组的
V19

明显低于存活组和健康对照组#但存活组与健康

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与文献)

3+$

*报道一

致+这可能与发病初期局部血小板减少及释放的活性物质刺

激巨核细胞生成的血小板增多以及炎性反应刺激机体应激反

应#动员储备的血小板进入循环有关+而危重患者随着梗死程

度加重#机体缺氧更严重#骨髓生成血小板能力下降)

Q

*

#加之血

小板大量消耗#故其
V19

明显降低+越来越多研究指出#血小

板下降与疾病的危重程度及预后好坏密切相关)

8

*

+

NBJ

是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有大量研究证明血浆

NBJ

水平升高是冠心病发病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

NBJ

不仅能

特异性的与血小板膜糖蛋白
%

J

"

*

5

受体结合#促进血小板聚

集)

"#

*并参与炎性反应#加剧冠状动脉病变的进展)

""

*

+本研究

结果表明#

)KP

患者的
NBJ

含量比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而死

亡组比存活组有更高的水平#这与林向华等)

".

*和杨淑莲)

",

*认

为
NBJ

含量与
)KP

的病情及预后呈明显正相关相符+

综上所述#在
)KP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比较中血小板参

数和
NBJ

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而死亡组的
KV'

,

VUi

和
NBJ

均明显高于存活组#

V19

则明显低于存活组+因此把血小板

系列参数和
NBJ

含量结合起来检测#对判断
)KP

患者病情危

重程度和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

"

*

&@</:Z

#

Z5E5AA:VV

#

&5@

*

?@:Z

#

?;5A-%

=H

?@NBJ@B/:

*

?/+

?0B5

#

0?@5J:ABD(

=

/6@:0?5/6D:@:/5@

=

>?5@;6?(?5(?B/

;

=H

?.6B5J?@?(

!

5

H

:

H

<A5A5;B:/J5(?6(;<6

=

)

R

*

-UB5J?;:A:+

*

B5

#

.##"

#

"$

$

.

%!

".!-

)

.

* 孙洪武#王鸿利
-

临床实验诊断学)

K

*

-

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

.##"

!

2"+""!-

)

,

* 张新江#杨金升#韩筱玉#等
-

脑梗死患者血小板体积改变

的观察)

R

*

-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888

#

".

$

"

%!

,#+,"-

)

!

*

I?/5@5/%

#

PA?@BK

#

)A;B/J5()

#

?;5A-9>@:0J:

H

B?;B/5/6

0?5/

H

A5;?A?;E:A<0?B/D:@/5@

=

5@;?@

=

6B(?5(?

)

R

*

-OAB/

O5@6B:A

#

.##"

#

.!

$

2

%!

!#2+!#Q-

)

2

*

V5J:/+e(<5/V

#

SB?;:+&5AA?(;?@:(N

#

K:@B/B

*

:+K</:CR1

#

?;5A-9>??FF?D;:F;>?0?5/

H

A5;?A?;E:A<0?:/;>?(>:@;+

;?@0

H

@:

*

/:(B(:F5D<;?0

=

:D5@6B5AB/F5@D;

)

R

*

-W?EY(

H

O5@6B:A

#

"88Q

#

2"

$

"#

%!

Q"3+Q..-

)

3

* 陈荣健#赖兆新#陈凤莲#等
-

外周血细胞计数与急性心梗

心力衰竭患者预后关系)

R

*

-

中国热带医学#

.##3

#

3

$

Q

%!

"!,$+"!Q!-

)

$

* 袁浩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意义)

R

*

-

医学临床研究#

.##$

#

.!

$

,

%!

!"3+!"$-

)

Q

* 朱立华#徐国宾#杨宏云
-

同型半胱氨酸与动脉粥样硬化

)

R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8

*

'5/6?@(D><?@?/I

#

i??@6;)

#

K5AJ@5B/K

#

?;5A-9>@:0+

J:D

=

;:

H

?/B55/6

H

@:

*

/:(B(B/B/@?/(BE?D5@?

)

R

*

-O5@?

K?6

#

.###

#

.Q

$

"#

%!

"Q$"+"Q$3-

)

"#

*

Y;:M

#

eD>B5BK

#

P((>BLB9

#

?;5A-VA5;?A?;5

**

@?

*

5JBAB;

=

</6?@(>?5@B(?/>5/D?6B/

H

5;B?/;(7B;></(;5JA?5/

*

B/5

H

?D;:@B(7>:6?E?A:

H

?65D<;?0

=

:D5@6B5AB/F5@D;B:/

)

R

*

-

R

H

/OB@DR

#

.##"

#

32

$

!

%!

.$8+.Q.-

)

""

*

1B/6V

#

%?6JA56&

#

I;5E?/:71

#

?;5A-P/FA<?/D?:F

H

A5(05

FBJ@B/:

*

?/A?E?A(:/;>?B/DB6?/D?:F0

=

:D5@6B5AB/F5@D;B:/

5/66?5;>B( 0:6BFB?6J

=

:;>?@B/FA5005;B:/+(?/(B;BE?

H

@:;?B/(

!

5A:/

*

+;?@0 D:>:@;(;<6

=

)

R

*

-)@;?@+B:(DA?@

9>@:0J'5(D&B:A

#

.##,

#

."

$

,

%!

!2.+!2Q-

)

".

*林向华#曾华#王惠英
-

血浆纤维蛋白原与急性心肌梗死

的相关性)

R

*

-

现代医院#

.##$

#

$

$

"#

%!

,8+!#-

)

",

*杨淑莲
-

纤维蛋白原和血尿酸含量与急性心肌梗死预后

的相关性研究)

R

*

-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3

#

"!

$

,

%!

"Q3+"Q$-

$收稿日期!

.#""+".+#Q

%

!临床研究!

当飞利肝宁胶囊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
,.

例临床观察

贺朝雄"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中医科
!

!,"3##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当飞利肝宁胶囊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疗效$方法
!

将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3,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

,.

例#与对照组"

,"

例#$治疗组用当飞利肝宁胶囊!对照组用血脂康胶囊治疗!两组均服药
,

个

月!观察治疗前后两组血脂'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斑块最大面积!并测定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结果$结果
!

治疗后

治疗组血脂'内膜中层厚度与治疗前比较明显变薄'斑块面积缩小!同型半胱氨酸显著降低!且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5

$

#-#2

#$结论
!

当飞利肝宁胶囊具有降脂'稳定及消退斑块的作用$

"关键词#

!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

当飞利肝宁胶囊%

!

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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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其危险性

随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

*

+动脉粥样硬化主要

累及大,中等动脉#表现为内膜增厚,出现泡沫细胞,形成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斑块突入血管腔#造成血管狭窄#若斑块破裂#

可诱发血栓形成#引起严重临床事件)

.

*

+因此#通过纠正脂代

谢紊乱#消除不稳定斑块已成为预防脑血管疾病的主要措施+

作者于
.##8

年
$

月至
.#""

年
"#

月采用当飞利肝宁胶囊治疗

颈动脉粥样硬化#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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