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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在评估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凝血功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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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栓弹力图"

)\Y

#在评估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凝血功能的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0

月至
$#%0

年
0

月接受治疗的肝硬化患者
*##

例!根据临床特征&腹部
O)

血管造影"

O)/

#及双下肢静脉血管

超声检查结果将
*##

例患者分为出血组和未出血组!根据是否伴有血栓又分为伴血栓组和未伴血栓组(选择同

期自愿参加该试验的健康者
*0

例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行血常规&凝血功能及
)\Y

检测$通过统计学

处理!深入分析
)\Y

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KM)

与常规凝血等指标的临床指导价值$结果
!

)\Y

检测指标

中!与对照组相比!未出血组中的
,

值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血组和未出血组
]

值均较对

照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血组和未出血组
N/

&

!

角&

OW

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出血组与未出血组
N/

&

!

角&

O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血组中
)\Y

检测伴

血栓者的
!

角显著高于未伴血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余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未出血组常规凝血指标中!伴血栓组
KM)

值显著高于未伴血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

常规凝血指标及
)\Y

检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Y

可以反映肝硬化失代偿期患

者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功能均下降""

]

值延长&

!

角缩小&

N/

值缩短#!且在出血患者中更为明显!因此
)\Y

对于了解患者的低凝状态&明确出血高风险&指导临床成分性输血均有积极作用!可指导临床有效降低出血

风险$

关键词"血栓弹力图(

!

肝硬化失代偿期(

!

凝血指标(

!

血小板计数

中图法分类号"

,"0"+$

(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1#!

!!

近年来肝硬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

病之一#肝硬化主要是由于多种病因反复作用形成的

肝功能损害'在我国#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很常见#另

外有酒精性肝硬化+代谢性肝硬化+营养不良性肝硬

化等)

%

*

'肝硬化患者多伴有凝血功能障碍#临床上常

表现为鼻出血+齿龈出血+皮肤淤斑和胃肠黏膜糜烂

出血+胃肠道出血等#有的患者会出现静脉血栓#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易出血是因为

肝脏合成功能异常#导致多种凝血因子及抗凝因子大

量缺乏#导致患者体内凝血系统的失衡'根据相关报

道肝硬化患者出现低凝状态主要与体内凝血因子减

少+活化因子清除能力下降#以及血小板数量功能异

常有关#常规的凝血指标如凝血酶原时间$

K)

%+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K))

%+

_1

二聚体$

_1_

%等指标

升高#纤维蛋白原$

SWJ

%+血小板计数$

KM)

%指标下

降#这些变化均表现为凝血系统的低凝状态#并不能

反映高凝状态'并且常规凝血指标的检测只是提示

凝血过程的阶段性结果#不能全面体现凝血系统之间

的动态平衡)

$

*

'血栓弹力图$

)\Y

%可以通过动态监

测体内凝血因子+血小板计数功能+纤维蛋白溶解的

活性来全面展现患者凝血系统功能)

*

*

'所以本文探

讨
)\Y

在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0

月至
$#%0

年
0

月在

本院接受治疗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0T

%*+-"

%岁#病毒性肝炎肝硬化
%"0

例+酒精性肝硬化

"-

例+血吸虫性肝硬化
%.

例+其他病因$包括代谢性

肝硬化+毒性和药物性肝硬化等%

-2

例'根据临床特

征+腹部
O)

血管造影$

O)/

%及双下肢静脉血管超声

检查结果将
*##

例患者分为出血组和未出血组#出血

组
%*"

例#其中伴血栓组
!.

例#未伴血栓组
2-

例&无

出血组
%-"

例#其中伴血栓组
!"

例#未伴血栓组
%$#

例'选择
*0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2T%$+0*

%岁'肝硬

化失代偿期患者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受试者自愿参加

该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肝硬化患者经临床特征及

辅助检查确认为肝硬化失代偿期
O:'B=O

级$根据

O:'B=1KA

8

:

分级标准%&健康受试者肝功能必须正常&

既往或现在无原发性或继发性肝癌&无遗传性出血性

疾病'排除标准!不符合以上任何一条入选标准&伴

随血液系统性疾病等&伴随使用华法林等干扰凝血系

统的药物'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

!

方法
!

所有肝硬化患者入组后均进行临床特征

检查+

O)/

+双下肢静脉血管超声检查&所有受试者均

采集外周血行血常规+血生化+凝血指标检测#包括

K)

+

/K))

+

SWJ

+

_1_

等&同时抽取
*&M

外周血置入

$V

枸橼酸钠抗凝样管中#通过分析软件检测
)\Y

#包

括凝血反应时间$

,

%+凝聚时间$

]

%+凝集块形成的速

度$

!

角%+最大血块的强度$

N/

%及凝血综合指数

$

OW

%等)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KII%2+#

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AT8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4

检

验#多组数据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采用
K

$

!

$"

#

!

0"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

和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出血组与未出血组常规凝

血指标及
)\Y

检测
!

与对照组相比#肝硬化失代偿

期出血组和未出血组
KM)

+

SWJ

水平均明显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血组
K)

+

/K))

+

_1_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未出血组
K)

+

_1_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明显上

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水平虽然升

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肝硬化失代偿

期出血组与未出血组相比#组间
KM)

+

K)

+

/K))

+

SWJ

+

_1_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果

显示
)\Y

检测指标中!与对照组相比#未出血组中
,

值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血组和

未出血组
]

值均较对照组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出血组和未出血组
N/

+

!

角+

OW

均较

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出血

组与未出血组
N/

+

!

角+

OW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肝硬化失代偿期出血组与未出血组伴或未伴血

栓患者常规凝血指标及
)\Y

检测
!

结果显示出血组

中伴血栓与未伴血栓患者常规凝血指标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

)\Y

检测中伴血栓者
!

角明

显高于未伴血栓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

余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未出

血组常规凝血指标中#伴血栓组
KM)

值显著高于未

伴血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常规凝

血指标及
)\Y

检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出血组与未出血组常规凝血指标及
)\Y

检查结果(

AT8

或
K

#

!

$"

#

!

0"

&)

检测指标
肝硬化失代偿期

出血组$

&l%*"

% 未出血组$

&l%-"

%

对照组$

&l*0

%

常规凝血指标

!

KM)

$

m%#

.

"

M

%

-2+*$T%.+*$

*

.*+"0T$%+*$

*"

$%$+-%T"%+*.

!

K)

$

6

%

%-+$%T*+%0

*

%*+$!T$+#*

*"

%%+*0T%+**

!

/K))

$

6

%

*0+!$T0+!*

*

**+0"T"+2.

"

*%+0$T*+*!

!

SWJ

$

8

"

M

%

%+0!T#+-!

*

$+2*T#+-%

*

*+-*T#+0-

!

_1_

$

8

"

M

%

%2!*+!#

$

".$+##

#

!2*2+*$

%

*

2#!+!.

$

$*2+##

#

!%"-+##

%

*"

*$0+"#

$

%-+#*

#

2#0+##

%

)\Y

指标

!

,

$

&'(

%

!+0%T%+%" !+*$T%+%*

*

!+.2T#+!*

!

]

$

&'(

%

!+$-T%+*0

*

*+".T%+#.

*

%+0%T#+!*

!

N/

$

&'(

%

!#+"$T2+2%

*

!.+%2T0+*.

*"

-%+!"T0+!$

!!

角
"%+#$tT2+!.t

*

"0+2$tT%"+!-t

*"

-"+.!tT!+-"t

!

!

OW b!+$.

$

b"+"%

#

$+-#

%

*

b#+.%

$

b*+#%

#

$+""

%

*"

%+#*

$

b#+0"

#

$+.#

%

!

M[*#

$

V

%

#+##

$

#+##

#

%%+##

%

#+##

$

#+##

#

%+0#

%

#+%"

$

#+##

#

2+*#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出血组比较#

"

!

$

#+#"

表
$

!!

肝硬化失代偿期出血组与未出血组伴或未伴血栓患者常规凝血指标及
)\Y

检测(

AT8

或
K

#

!

$"

#

!

0"

&)

检测指标
出血组$

&l%*"

%

伴血栓组$

&l!.

% 未伴血栓组$

&l2-

%

未出血组$

&l%-"

%

伴血栓组$

&l!"

% 未伴血栓组$

&l%$#

%

常规凝血指标

!

KM)

$

m%#

.

"

M

%

-$+*!T%0+"2 0%+-2T%"+!. %%-+*$T"%+$* 2"+$$T*!+$%

"

!

K)

$

6

%

%!+*0T*+$$ %0+!$T$+0" %*+-"T$+20 %*+%-T%+"*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续表
$

!!

肝硬化失代偿期出血组与未出血组伴或未伴血栓患者常规凝血指标及
)\Y

检测(

AT8

或
K

#

!

$"

#

!

0"

&)

检测指标
出血组$

&l%*"

%

伴血栓组$

&l!.

% 未伴血栓组$

&l2-

%

未出血组$

&l%-"

%

伴血栓组$

&l!"

% 未伴血栓组$

&l%$#

%

!

/K))

$

6

%

*-+$.T$+0% *2+$%T.+*% *-+*$T0+"" *$+.!T!+.*

!

SWJ

$

8

"

M

%

%+22T#+0% %+--T#+*$ $+.*T#+0! $+0*T#+"-

!

_1_

$

8

"

M

%

$$.-+"#

$

0"2+##

#

!2*$+##

%

%%""+*$

$

".$+*-

#

*20!+##

%

%%!$+"#

$

$*"+##

#

$!2$+##

%

-$$+%#

$

$!#+%#

#

!%!$+##

%

)\Y

指标

!

,

$

&'(

%

!+!2T%+%$ "+%2T%+%$ !+%$T%+%# !+*0T%+#-

!

]

$

&'(

%

!+%*T#+"$ !+!2T#+"0 $+0-T#+*% *+.$T#+"0

!

N/

$

&'(

%

*2+!%T-+0! !%+2.T.+0" !0+.%T.+.2 !.+-0T"+0$

!!

角
"*+*0tT.+0-t

!

!-+2$tT$+02t

"

".+%$tT2+$!t

!

"0+*%tT%-+22t

!

!

OW b!+%%

$

b!+.$

#

b*+!$

%

b!+2%

$

b"+"$

#

$+-"

%

b%+.$

$

b*+##

#

%+.%

%

b#+2%

$

b$+0%

#

$+""

%

!!

注!与组内伴血栓比较#

"

!

$

#+#"

'

!

讨
!!

论

!!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易出血甚至易发生血栓#导

致该情况的原因是肝脏合成功能降低#体内多种凝

血+抗凝血因子缺乏#患者体内的凝血系统发生紊乱+

失衡)

"1-

*

'常见的凝血指标不能广泛+准确地反映患

者体内凝血系统的状态#进而不能准确地评估患者的

病情'

)\Y

是反映人体凝血动态变化的指标#包括

血小板功能+

SWJ

合成+溶解速度#凝固的坚固性+溶

解的状态等)

01.

*

'

)\Y

目前已经成为检测血栓性疾

病+血小板功能异常疾病+凝血因子缺少的疾病+纤维

蛋白原功能异常疾病的常用手段#普遍用于心血管疾

病+多种溶栓治疗+出血原因的鉴别诊断+指导成分输

血等#但在肝硬化患者中的应用报道较少)

%#1%$

*

'

凝血指标中
K)

+

/K))

指标分别代表肝脏内源

性和外源性凝血因子水平#

SWJ

指标代表体内纤维蛋

白原水平#

_1_

指标代表体内纤维蛋白活性)

%*1%!

*

'肝

硬化患者凝血障碍很独特#因肝硬化患者蛋白合成功

能下降#导致凝血因子合成减少的同时抗凝因子水平

也下降'凝血与抗凝之间的平衡易被打破#既可向低

凝方向倾斜#表现为出血#也可向高凝方向倾斜#表现

为血栓形成#甚至是出血和血栓并存'

)\Y

是对体

内凝血功能进行全面监测的新方法#可以全程+动态

监测机体内从凝血因子发挥作用到形成血凝块再到

纤维蛋白原溶解的完整过程#准确评估机体凝血系统

是否平衡及异常倾向#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冠心病+脑

卒中+围术期+创伤救治和成分输血等过程中凝血和

纤溶功能的监测'本研究结果显示肝硬化失代偿期

出血组或未出血组与对照组相比#

KM)

+

SWJ

指标显著

下降#

K)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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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_

指标显著上升#其中肝硬化失

代偿期出血患者中此现象更为显著#但是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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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只体现凝血酶形成过程中促凝成分#两者的显著延长

只能代表体内凝血因子的缺乏#并未体现体内抗凝因

子作用#并不能完全体现体内凝血与抗凝之间的状

态&

KM)

指标下降只能说明其数量减少#但有研究表

明血管中血友病因子可以间接增加
KM)

活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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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下降并不能准确说明其活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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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仅侧面代表体内
SWJ

溶解#无法准确预测纤维溶

解活性'通过
)\Y

检测#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相比#出血组和未出血组
]

值指标均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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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OW

指标均显著下降#这说明机体内
SWJ

和血小

板的功能降低#患者机体处于低凝状态&而且出血组

与未出血组相比#

]

值指标更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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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OW

指标更显著下降#表明此类患者血液系统低凝状态更

为严重'因此
)\Y

可以准确地评估患者凝血系统的

低凝状态#指导成分输血#减少出血情况发生'本研

究结果显示出血组中伴血栓者的
!

角显著高于未伴

血栓者#表明凝血因子的活性显著增高#但其他
)\Y

参数伴血栓与未伴血栓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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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血组中伴血栓与未伴血栓者
)\Y

各参数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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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Y

并不能准

确评估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血栓形成的危险性'

综上所述#

)\Y

可以反映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功能均下降$$

]

值延长+

!

角缩

小+

N/

值缩短%#且在出血患者中更为明显#因此

)\Y

对于了解患者的低凝状态+明确出血高风险+指

导临床成分性输血均有积极作用#可指导临床有效降

低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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