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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血栓弹力图在严重创伤患者救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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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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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快速血栓弹力图凝血激活时间"

2.3

&与普通血栓弹力图凝血反应时间"

;

&在急诊严重

创伤患者救治中的应用与差异'方法
!

选择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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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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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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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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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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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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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对其同步进行快速血栓弹力图和普通血栓弹力图检测!记录
2.3

值(

;

值(出血量(用血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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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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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出血量和输血量无相关性'死亡组患者的
2.3

显著高于生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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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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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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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的
2.3

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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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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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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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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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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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血栓弹力图
2.3

值对急

诊创伤患者的伤情判断和快速科学救治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快速血栓弹力图%

!

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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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激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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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致死原因之一#世界

卫生组织预测到
'*'*

年创伤将会成为仅次于肿瘤的

第二大死亡原因'

&"'

(

)如果能尽早诊断伤情+评估凝

血功能#进行科学合理的输血治疗#将极大提高严重

创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5

(

)血栓弹力图作为凝血功

能检测的重要项目#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普通

血栓弹力图通过测定全血血凝块形成的速度+强度及

溶解过程#反映凝血及纤溶的全过程#在高凝栓塞+低

凝出血以及原发和继发性纤溶的诊断和用血指导上

都有很广泛地用途'

6

(

)凝血反应时间$

;

&指从标本开

始检测至血凝块形成的时间#主要反映凝血因子水平

和活性#如果患者使用抗凝剂或缺乏凝血因子其检测

结果将延长#高凝状态则使其缩短)快速血栓弹力图

$

?"3!c

&是在血栓弹力图样品杯中加入适量的组织因

子#促进凝血过程启动#可以缩短其凝血激活时间

$

2.3

&#从而更快速获取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其他参

数和原理与血栓弹力图基本相同)为了比较
2.3

值

与
;

值在急诊严重创伤患者的快速救治中的作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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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急诊

严重创伤患者同时进行两种血栓弹力图检测#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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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重

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各科室同时进行
?"3!c

和普通血

栓弹力图检测的急诊严重创伤患者
)&

例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
6<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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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岁#平均

$

<&(6h&7('

&岁%致伤原因!车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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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处坠落

伤
&)

例#跌倒伤
:

例#锐器钝器伤
5

例#重物压伤
'

例#机器绞伤
&

例%创伤严重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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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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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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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创伤后
'6A

内死亡
:

例$死亡组&#其余

<'

例为生存组)纳入标准!$

&

&创伤后
)A

内入院%

$

'

&年龄
%

&7

岁%$

5

&所有患者均进行
100

评分#且评

分
%

&)

分%$

6

&检测均在创伤发生后急性期或出血发

生时)排除标准!$

&

&既往有凝血功能障碍%$

'

&有心

肺疾病%$

5

&有原发性肝功能疾病%$

6

&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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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3!c<***

型血栓弹力图分析仪

以及配套试剂$美国
+C$K=%B=

D

$

公司&%采用枸橼酸

钠
:j&

$

5('8

&抗凝管采集
'K/

新鲜抗凝血样$放

置时间不超过
5*K,H

&#由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抗凝管)

$('

!

方法
!

每例患者的标本均由同一检测人员在同

一台
3!c<***

型分析仪上同时进行
?"3!c

和普通

血栓弹力图的检测#并由仪器自动拟合凝血曲线及各

检测参数#待所有检测参数均确定数值后停止检测#

记录
2.3

值与
;

值)记录检测每例患者的出血情况

和用血情况#回顾性查阅患者病历并与临床确定
100

评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a0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Oh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

采用
a$C?%=H

相关分析两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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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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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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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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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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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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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出血量+输血量及患

者年龄的相关性
!

2.3

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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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出血量+输血

量均呈正相关$

!

$

*(*<

&%

;

值与
100

评分+输血量+

出血量无相关性#患者年龄与
2.3

值和
;

值均无相

关性#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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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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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各指标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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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评分+出血量+输血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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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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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输血量均呈正相关$

!

$

*(*<

&%与出血量无相关性

$

!

&

*(*<

&%

4

组
2.3

值与
100

评分+出血量+输血量

均呈正相关$

!

&

*(*<

&%在两组中
;

值与
100

评分+输

血量+出血量无相关性$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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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值#

;

值与两组各指标的相关系数$

@

%

组别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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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出血量 输血量

2

组
2.3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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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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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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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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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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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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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其
2.3

与
;

值的比较
!

死亡组患者的
2.3

显著高于生存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两组患者
;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

4

组患者的
2.3

显著高于
2

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
;

值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5

)

表
5

!!

2.3

值#

;

值及各分组均值比较$

OhH

%

组别
) 2.3

值
;

值

生存组
<'

&<'(-:h))(:6

"

)(&)h5(57

死亡组
: '&&('<h&'*(66 )('5h&(:-

2

组
'5

&57(77h'-()*

#

)(')h5(:<

4

组
57 &-6(<7h:'(:- )(*:h'(-5

!!

注!与死亡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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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4

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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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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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严重创伤患者常出现大出血和凝血功能障碍#据

统计#创伤后
'6A

内死亡的患者中#因无法控制的出

血而死亡的患者约占
5*8

%

6*8

'

<

(

#所以应尽早采取

相应救治措施#防止低体温+酸碱失衡和凝血功能紊

乱以及其他并发症#优化输血治疗#提高严重创伤患

者的救治成功率'

5

(

)血栓弹力图相较传统凝血功能

检测#不仅能更快更好的反应患者整体凝血功能情

况#还能帮助诊断伤情+指导临床及早制订救治策

略'

)"-

(

)由于本院担负全市的急救任务#严重创伤患

者较多#多数为车祸伤+高处坠落伤等#出血迅速#故

引进了
?"3!c

和普通血栓弹力图同步检测#以求为临

床更快做出准确判断+提供更全面的凝血评价指标#

指导临床精准输血以及进一步开展循证治疗提供依

据#进而降低因难以控制的出血或大量输血导致的并

发症的发生率及病死率)

虽然
?"3!c

的
2.3

值和普通血栓弹力图的
;

值都是反映参加凝血过程的凝血因子综合作用的指

标#但在应用过程中发现两者在出凝血程度判断#以

及创伤严重程度预测上存在差异甚至相反的情况)

根据本研究相关性分析发现#

2.3

值与
100

评分+出

血量+输血量呈正相关%而
;

值与
100

评分+出血量+

输血量无相关性)根据
100

评分#

4

组
2.3

值与出

血量+输血量的相关性明显比
2

组的相关性更强)随

着
2.3

值增高创伤严重程度随之加重#输血量也随

之增多%而
;

值没有此规律#也就是说
;

值无法对创

伤严重程度和输血量进行准确预估#原因可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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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启动凝血的试剂是以组织因子+高岭土和脑磷

脂为主的复合试剂#可同时启动内源性和外源性两条

凝血途径#而普通血栓弹力图的凝血启动试剂是以高

岭土+脑磷脂为主的复合试剂#以启动内源性凝血途

径为主)因此#对于多以外源性凝血途径启动为主的

急诊严重创伤患者来说#

2.3

值在大幅缩短检测时

间的同时也和创伤严重程度+输血量有较好的一

致性)

本研究发现#普通血栓弹力图约需
)K,H

测得
;

值#而
?"3!c

仅需
'K,H

左右即可测得
2.3

值#在严

重创伤患者早期救治中#检测
2.3

值明显更具优势)

?"3!c

除了及时提供急诊严重创伤患者凝血功能和

指导治疗以外#在预后评估方面也有较大的价值'

7

(

)

本研究发现#生存组和死亡组
;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值无明显增高可能为创伤患者在创伤

早期$

'6A

内&红细胞与血浆等比例丢失#机体处于急

剧应激状态#出现凝血功能异常改变#呈高凝状态#且

持续时间在
67

%

:)A

甚至更长时间'

:"&*

(

)死亡组

2.3

值较生存组明显升高#

4

组
2.3

值也较
2

组明

显升高#可能和严重创伤患者的组织损伤加重有关#

也可能和大出血导致外源性凝血因子大量丢失引起

创伤性凝血功能障碍有关#同时这也说明
2.3

值与

创伤严重程度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因此#急诊严重创

伤患者在许多耗时检查结果未出时#

2.3

值对及时

制订相应的救治策略#提高患者生存率具有重要

意义)

综上所述#

?"3!c

结果在指导急诊严重创伤患者

的及时科学救治#防止凝血功能恶化#降低血液制品

使用率#降低治疗成本和改善生存率方面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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