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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通过比较不同温度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与正常混合血浆对血浆纠正试验的影响!探讨自制混

合血浆在血浆纠正试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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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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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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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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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分别与正常混合血浆"

/

组$(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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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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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保存的自制混

合血浆按体积
$a$

混合后做血浆纠正试验!即混合后立即测定
[>

和"或$

/[>>

!

*1`

孵育
$E

后再次检测%计算

*-

份标本可被正常混合血浆纠正的比例及
*

组的纠正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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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正常混合血浆立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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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被纠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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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孵育后比孵育前测定时间更加延长!占
)+%.T

#

*

例孵育前后测定结果不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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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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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的血浆纠正试验中!各组之间纠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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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的纠正试验中!孵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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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自

制混合血浆可代替商品化的正常混合血浆进行血浆纠正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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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常遇到凝血酶原时间$

[>

&和$或&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

/[>>

&延长$

[>

延长超过
*(

#

/[>>

'

$+*

倍正常参

考值&的患者#其原因有可能为凝血因子缺乏)存在特异性的抗

凝血因子或非特异性抗凝物质$如磷脂抗体或副蛋白&等+

$#)

,

*

临床上可表现为以凝血因子缺乏为主的出血倾向和存在狼疮

抗凝物质的血栓形成倾向#这
)

种不同倾向采取的治疗方案也

不相同*在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采取检测具体的凝血因

子)特异性或非特异性抗凝物质等进一步加以确认#但基层单

位往往由于费用昂贵而无力开展#为此笔者选取
),$-

年
$

'

*

月本院收治的
[>

'

$%+,(

或
/[>>

'

-)+,(

且满足凝血酶时间

$

>>

&正常和纤维蛋白原$

V!9

&

'

)+,

7

"

"

的患者的异常血浆
*-

份#分别与正常混合血浆)

_%,

与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

按体积
$a$

混合后立即检测
[>

和$或&

/[>>

#接着
*1`

孵育

$E

后再次检测#然后统计分析以探讨自制混合血浆应用于血浆

纠正试验的临床应用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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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本院收治的
[>

和$或&

/[>>

延长的
*-

例血浆标本#其中男
$-

例#女
),

例%标本来

源手术科室
$)

例#非手术科室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其中单独
[>

延长
$,

例)单独
/[>>

延长
$$

例)二者均延长
$=

例*纳入标准!

[>

'

$%+,(

或
/[>>

'

-)+,(

且满足
>>

正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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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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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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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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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采集方法
!

,+$,58?B

"

"

枸橼酸钠抗凝真空采血管

$

9:

公司&采血至
$+%8"

刻度线#充分摇匀#以
*,,,C

"

8JK

离心
$,8JK

#取血浆分别检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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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为法国
4>/Ub

公司

4DG

7

?#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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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D

*正 常 混 合 血 浆 $批 号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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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号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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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
$$))5,

&)

>>

$批号
$$),,*

&)

V!9

$批号

$$)*=)

&均为厂家配套原装试剂#室内质控品与定标品由

4>/Ub

公司提供#均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所有试剂均在有

效期内使用*所有标本均为室内质控在控的状态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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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混合血浆
!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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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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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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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结果均

处于正常范围的
),

份以上无溶血)黄疸及脂浊的非孕妇血浆

标本#充分混匀后以
*,,,C

"

8JK

离心
$,8JK

#弃底部血浆+

*

,

%

取
,+%8"

上层血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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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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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
=

项结

果均在正常范围内#

*1`

水浴
$E

后再次检测
=

项指标均正

常*取上层血浆分成
)

份#分别放置
_%,

与
_),`

冰箱保存

以备后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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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纠正试验
!

各取
),,

#

"

的异常血浆分别与
),,

#

"

的正常混合血浆$

/

组&)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

9

组&)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

&

组&充分混合后立即测定

[>

和$或&

/[>>

#水浴
$E

后再次测定
[>

和$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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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浆纠正率的计算
!

血浆纠正率$

T

&

<

$纠正前的测

定值
_

纠正后的测定值&"纠正前的测定值
$̂,,T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1\'

表示#其差异采用
bK@#RG

'

/ZbY/

#如方差不齐#则采用
d@BME

法的近似
4

检验#组间比

较采用
!-7

检验*检验水准
!

<,+,-

#以
B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血浆纠正试验检测结果构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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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可被正

常血浆立即纠正#提示可能存在凝血因子缺乏%

)+%.T

$

$

"

*-

&

不能被纠正且孵育后较孵育前测定时间更长#提示受检血浆中

可能存在特异性抗凝血因子抗体%

%+-1T

$

*

"

*-

&不能被立即纠

正且孵育前后测定结果不变#提示血浆中可能有磷脂抗体或副

蛋白等非特异性抗凝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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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纠正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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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测定

时间$

(

& 纠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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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孵育
$E

后测定

时间$

(

& 纠正率$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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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
$-+*=\,+-. *1+)5\$=+=- $-+$*\,+-% *%+,)\$-+,=

!

9

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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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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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1-\,+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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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组
==+*.\-+*$ *)+5*\$.+$1 =*+*-\-+1- *)+.)\$-+)1

!

9

组
=5+1=\-+$5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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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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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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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

组比较#

"

B

%

,+,-

%与
9

组比较#

(

B

%

,+,-

*

/+/

!

正常混合血浆与自制混合血浆在血浆纠正试验中的结果

比较
!

在
[>

延长的血浆纠正试验中各组之间纠正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B<,+*5-

&*在
/[>>

延长的纠正试验中#孵育

前
/

组)

9

组和
&

组的纠正率分别为$

*)+5*\$.+$1

&

T

)

$

)1+-.\)*+=%

&

T

和$

$*+1,\$)+%1

&

T

#

/

组和
9

组纠正率接

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组和
&

组之间及
9

组和

&

组之间纠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值分别为
,+,,-

和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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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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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或&

/[>>

延长的原因非常多#如采血时抗凝剂与

血液标本比例差异)抗凝药物治疗)各种慢性肝病)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凝血因子
/

缺乏)狼疮抗凝物阳性)蛋白
&

缺乏)维生

素
0

依赖性因子
$

)

.

)

0

及
1

的联合缺乏等+

=#.

,

*具体的凝

血因子)维生素
0

)蛋白
&

)狼疮因子等检测对判断出血倾向或

血栓形成倾向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但设备和检测条件等限制了

大多数的医疗单位无法开展较为全面的原因分析#影响了临床

应用#探索经济实用的方法就尤为重要*分析
[>

和$或&

/[>>

延长的原因#血浆纠正试验是一个重要方法#可提示是

否缺乏凝血因子)存在特异性的抗凝血因子抗体或非特异性抗

凝物质$如磷脂抗体或副蛋白&等*

研究结果表明#

%%+-1T[>

和$或&

/[>>

延长的患者可能

存在凝血因子缺乏#远远高于北京协和医院郭梦妮+

$

,统计的数

据#而非特异性抗凝物质远远低于
&EK

7

等+

1

,报道的数据#可

能与本次的研究对象中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有关*在
[>

延长的血浆纠正试验中#其纠正率的差异在各组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明自制混合血浆可以替代正常混合血浆进行
[>

延长的血浆纠正试验*在
/[>>

延长的纠正试验中#

_%,`

冰箱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其纠正率虽低于正常混合血浆#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其纠正率明显

低于正常混合血浆与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

&#表明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不能

代替正常混合血浆#其纠正效果也不如
_%,`

深冻冰箱保存

的自制混合血浆*常规凝血指标的检测宜在采血后
$E

内完

成#置
_),`

下仅能放置
)

周#

_1,`

条件下可放置
.

个月#

而
_%,`

深冻冰箱保存则可维持新鲜冰冻血浆的凝血性质等

同于新鲜血浆#保证凝血因子)抗凝物质的活性#可至少稳定
%

个月+

%

,

*本研究也证实了保存温度越低#凝血因子的促凝活性

保持时间也越长#与文献+

5

,报道一致*本研究结果发现#

_),`

冰箱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可用于
[>

的血浆纠正试验

而不能用于
/[>>

的纠正试验#这可能与
2

)

3

)

0

因子为内

源性凝血途径的关键因子#而这些因子在不同的保存条件下其

活性变化也非常大有关*

2

)

3

)

0

等因子随放置温度升高)时

间延长#其活性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2

因子最不稳定+

$,

,

*数据

显示
2

因子在
_%,`

超低温保存能维持
$

个月以上#而
_),

`

条件下仅能保持
$2

#室温仅能维持
)E

#置
),`

的室温
$)E

后其活性降至
=*T

#

)=E

后则仅有
*,T

#极易失去活性+

$$

,

*

另外#

_%,`

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虽可代替商品化的正常混

合血浆进行
/[>>

血浆纠正试验#但纠正效果不如商品化的

正常混合血浆#这可能是
_%,`

超低温虽然可以有效保持某

些因子活性#但不如厂商采用冻干的方式保存更有效*

综上所述#建议优先使用商品化的正常混合血浆用于血浆

纠正试验#其次使用置
_%,`

冰箱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不建

议使用
_),`

冰箱保存的自制混合血浆*总之#

_%,`

保存

的自制混合血浆#使用方便#价格低廉#且不需要配置特殊设

备#适合在基层实验室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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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哮喘患者以
*,

'

-,

岁中年人为主*全球调查对象分布

的普遍规律是城市高于农村+

$)

,

*本研究
)-,

例支气管患者

中#有
$.$

例哮喘合并
/W

#发生率
=-+)T

*种族和经纬度差

异是导致哮喘合并
/W

发病率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如日本的

合并发病率为
-)+=T

#澳大利亚为
1-T

'

%,T

#瑞典丹麦则仅

占
=.+*T

*致敏原是引起
/W

的重要因素#不同人群对致敏

原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我国持续性
/W

致敏原的分布主要是

以螨虫为主#约占
5,T

'

5-T

*本研究中经过敏原检测试验

发现屋尘螨和粉尘螨是导致
/W

的主要致敏原*在家族病史

方面#本调查结果显示有
=1+=T

患者的家人患有
/W

和$或&

哮喘*

哮喘伴有
/W

的患者中#未应用药物治疗鼻炎的占

1%+*T

#主要原因是缺乏对
/W

防治知识的了解*本研究中有

**+)T

为农民#多数为自费治疗#其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也会

妨碍其对哮喘伴
/W

的正确认识和及时治疗*患者发病时采

用激素药物进行治疗#与国外治疗性用药习惯存在差异+

$$

,

*

对于哮喘合并
/W

发病率的调查#全球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儿童

多于成人#年龄段也普遍偏小+

$)

,

*而本研究的患者多为成人#

且年龄段偏大并以女性居多*这一现象与前期对哮喘吸入装

置使用的调查研究中出现的女性比例较大及年龄段偏高一致*

本研究通过对
),$*

年
$

'

5

月哮喘合并
/W

患者的基本

情况及治疗现状进行调查发现#患者对综合治疗哮喘和
/W

的

认识较低#对
/W

的重视程度低#且由于经济基础和文化水平

限制#导致病情加重#应加强哮喘患者对相关合并疾病的认识#

扩大其治疗性用药方案*本研究仅为重庆地区的不完全调查#

其患者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地区的哮喘合并
/W

的患

病及治疗情况#应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及增加调查方法的多样

性#为我国哮喘合并
/W

流行病学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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