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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与非妊娠期女性凝血功能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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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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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比较妊娠晚期与非妊娠期女性凝血功能的变化情况!并探讨其在妊娠晚期阶段的临床意

义$方法
!

应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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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对该院
$$5

例妊娠晚期女性"实验组#和
65

例健康非妊娠

女性"健康对照组#进行凝血
8

项检测!对比分析所有数据的相关性$结果
!

实验组的凝血酶原时间"

%9

#%活化部

分凝血酶时间"

4%99

#%凝血酶时间"

99

#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但纤维蛋白原

"

ZMQ

#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妊娠晚期女性
ZMQ

值处于高凝状态!其对产后出血和预防%

诊断血栓性疾病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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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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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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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

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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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纤维蛋白原$

ZMQ

%统称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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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目前临床上

评估凝血系统功能的金标准+女性在妊娠晚期#其雌激素和孕

激素达到峰值#导致机体凝血因子升高#

ZMQ

增加#抗凝血酶水

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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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血液呈现高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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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于分娩后胎盘剥离而

止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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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能导致血栓性疾病的发生#严重威胁孕妇和胎

儿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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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孕妇做产前凝血功能筛查对产后出血

和预防,诊断血栓性疾病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对
$$5

例妊娠晚期女性和
65

例体检健康的非妊娠期女性的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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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进行检测并对比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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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实验组!

$$5

例该院产科住院的女性#孕

期
"/

&

8.

周#年龄
$5

&

8$

岁+$

.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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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健

康的非妊娠非月经期女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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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均

无其他疾病史#肝肾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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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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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所有实验对象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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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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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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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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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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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控有效范围内#该地区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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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多数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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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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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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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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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的
99

升高+实验组
ZMQ

值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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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妊娠晚期女性血液处

于高凝状态+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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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妊娠期和妊娠晚期女性
ZMQ

均值与本地参考值标准进

行比较#本组结果显示#非妊娠期女性
ZMQ

均值在参考值范围

内#说明其血液处于正常状态#无高凝状态(而妊娠晚期女性

ZMQ

均值显著高于参考值范围#提示其血液正处于高凝状态#

应注意及时防范+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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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参考值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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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参考值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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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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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检测

值均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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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参考值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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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检测

值均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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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妊娠期间生理指标会发生一系列变化#本组主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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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妊娠晚期女性凝血功能的变化情况#从而有效地预防和诊断

其出血性疾病和血栓性疾病+根据有关研究报道#在妊娠晚

期#胎盘和胎膜含有大量使胎盘表面血液迅速发生凝固的组织

凝血活酶#这些物质可以起到一定的自身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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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纤溶活性急速增强#导致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也同时增加#致使

血液呈现高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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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高凝是妊娠晚期的一种生理现象#

也是产后止血的重要机制#但是高凝状态又可引起妊娠高血压

综合征,胎盘早剥,

RM,

,产后血栓,早产,死胎等多种产科并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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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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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价机体止血功能,凝血系统病

变和术前筛查凝血性疾病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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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妊娠晚期

女性的凝血功能#本研究选择健康非妊娠女性作为健康对照进

行比对+本组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妊娠晚期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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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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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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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
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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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的
99

升高+所有妊娠晚期

女性的
ZMQ

都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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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高于参考值范围#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对于

99

升高的妊娠晚期女性#要预防产后血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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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Q

是

一种糖蛋白#由肝脏分泌#是纤维蛋白的前体物质和凝血活化

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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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Q

的升高会导致血液呈现高凝状态#既有利于

产后止血#又可能会形成血栓风险+本组妊娠晚期女性的
ZMQ

都显著高于参考值范围#表明其在妊娠过程中机体的纤溶指标

发生改变#血液处于高凝状态#临床在处理妊娠晚期女性时#要

充分发挥凝血功能的监测作用#将
ZMQ

值控制在适当的范围+

因此#本研究结果对于妊娠晚期女性在预防和诊断血栓性

疾病以及产后出血的治疗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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