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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在毒蛇咬伤患者凝血检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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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栓弹力图"

'NZ

#在毒蛇咬伤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
/,

例

毒蛇咬伤患者作为实验组!

02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治疗前后抽取
+

组研究对象的静脉血作
'NZ

&常规凝

血&血常规检测!并对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实验组反应时间"

7

#&共同作用"

_

#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H

%

.4.-

#%血栓形成的速度"

k

#&血栓最大幅度"

!"

#和综合凝血指数"

P%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

%

.4.-

#%常规凝血检测*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4.-

#!纤维蛋白原"

)%O

#和血小板"

]#'

#计数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H

%

.4.-

#$结论
!

'NZ

各项参数灵敏地反映毒蛇咬伤患者机体的低凝状态!为临床判断病情&

指导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毒蛇咬伤%

!

凝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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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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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咬伤是夏秋季节临床常见急诊之一#被咬伤

者大多有生理功能紊乱#凝血功能异常是其中比较典

型和严重的症状#常表现为皮下出血*紫癜*瘀斑等#

严重者可出现消化道出血#甚至脑出血'

,&+

(

)相关研

究报道凝血功能紊乱是导致患者病死的主要原因'

3

(

)

因此#及时检测患者凝血状态对临床救治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血栓弹力图$

'NZ

%是一种动态分析凝血形

成和纤维蛋白溶解全过程的检测项目#采用微量全血

检测血小板$

]#'

%*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

)%O

%*纤

溶系统和其他细胞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现探讨

'NZ

检测毒蛇咬伤患者凝血功能变化特点的临床应

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将该院
+.,-

年
-

月至
+.,2

年
6

月

入院的
/,

例毒蛇咬伤患者作为实验组#男
36

例#女

+3

例#年龄
+.

%

/3

岁#入院时间均小于
06?

#排除遗

传性出血性疾病及其他血凝性疾病#毒蛇咬伤前
,

个

月未服用影响凝血功能的药物)另外#选取该院健康

体检者
02

例作为对照组#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经体检无凝血等疾病)

+

组研究对象于治

疗前后抽取静脉血作
'NZ

*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测)

$4/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X;9I8AG89

公司生产的

-...

型血栓弹力图仪及配套凝血活化高岭土试剂&日

本
*

D

AI9M

公司生产的
P"&,-..

型全自动血凝仪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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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血凝试剂&德国
*B9I9HA

公司生产的
"$S%"&

+,+.%

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配套血常规试剂)

$4'

!

方法

$4'4$

!

'NZ

检测
!

'NZ

检测重要相关参数及其意

义!$

,

%

7

为反应时间#反映参加凝血启动过程中凝血

因子的综合作用&凝血因子缺乏或存在抗凝剂时
7

延

长#高凝状态时
7

缩短)$

+

%

_

为反映
)%O

和
]#'

在

血凝块开始形成时的共同作用&

)%O

和
]#'

含量*功

能改变都会影响其值的大小)$

3

%

k

角用于测量
)%O

成和联结成网的速度#最能反映
)%O

水平)$

0

%

!"

为最大振幅#反映血凝块最大强度及稳定性#主要受

]#'

和
)%O+

个因素影响#其中
]#'

作用约占
6.5

#

]#'

含量和质量均影响其值的大小)$

-

%

P%

为综合

凝血指数)

$4'4/

!

相关参数参考范围
!

凝血酶原时间$

]'

%!

,.

%

,-A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

%!

+3

%

0.A

&

)%O

!

+

%

0

J

"

#

&凝血酶时间$

''

%!

,0

%

++A

&

]#'

!

$

,..

%

3..

%

c,.

1

&

7

!

-

%

,.IBH

&

_

!

,

%

3IBH

&

#

!

-3

%

2+E9

J

&

!"

!

-.

%

2.II

&

P%

!

h3

%

3

)其中
]'

&

正

常对照
3A

为异常#

"]''

&

正常对照
,.A

为异常)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4.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NeD

表示#先对
+

组数据进行方

差齐性检验#然后使用
6

检验进行
+

组数据间各参数

比较)

H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

组研究对象
'NZ

各参数结果比较
!

实验组

'NZ

参数
7

*

_

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4.-

%&实验组
'NZ

参数
#

角*

!"

*

P%

较对照组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4.-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
'NZ

各参数结果比较%

NeD

&

检测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H

7

$

IBH

%

24-.e.4/6 640,e,430 .4...

_

$

IBH

%

+43.e.40, 3423e.46- .4...

#

角度$

l

%

-1461e34-1 0140.e-40/ .4...

!"

$

II

%

-146-e342/ 02421e-43, .4...

P% .4/-e,4,-

!

04+0e34.2 .4...

表
+

!!

+

组研究对象常规凝血和
]#'

检测结果比较%

NeD

&

检测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H

"]''

$

A

%

3,400e340. 3+4,-e346/ .43+.

]'

$

A

%

,+41-e,4,6 ,+4/6e,413 .43-6

''

$

A

%

,24/3e,4-- ,64--e+43/ .4.,/

)%O

$

J

"

#

%

+426e.402 ,41.e.46- .4...

]#'

$

c,.

1

%

+,041,e3142, ,-24.-e-3400 .4...

/4/

!

+

组研究对象常规凝血和
]#'

检测结果比较
!

实验组
"]''

*

]'

*

''

较对照组有所升高#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4.-

%&实验组
)%O

*

]#'

较对照组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4.-

%)见表
+

)

/4'

!

+

组研究对象治疗后
'NZ

各参数结果比较
!

实

验组治疗后
'NZ

各参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H

&

.4.-

%)实验组患者住院治疗后*出院前

再次进行
'NZ

检测#结果显示
'NZ

各项参数值均恢

复到正常范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4.-

%)见表
3

)

表
3

!!

+

组研究对象治疗后
'NZ

各参数结果比较%

NeD

&

检测指标 对照组 实验组
H

7

$

IBH

%

24-.e.4.4/6 24+-e.42, .4.2+

_

$

IBH

%

+43.e.40, +4,-e.4-6 .4,,+

#

角度$

l

%

-1461e34-1 -146+e34+, .41,0

!"

$

II

%

-146-e342/ -1401e+41/ .4-6-

P% .4/-e,4,- .4-0e.4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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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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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机体凝血功能障碍的主要是蛇毒的血循毒#

包括凝血毒*抗凝血毒*溶解毒*溶血毒*出血毒

等'

,

#

0&-

(

)血循毒造成凝血功能紊乱的原因可能

有'

/&6

(

!$

,

%凝血毒激活
a

因子#在
S

因子*磷脂和

P;

+b参与下#使凝血酶原变成凝血酶#消耗大量的凝

血因子和
]#'

#使患者进入低凝状态)$

+

%抗凝血毒

降低各种凝血因子的活性#包括对
]#'

聚集功能的

抑制#导致低凝)$

3

%出血毒破坏毛细血管内皮细胞#

使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出血)$

0

%溶血毒和蛋白水

解酶等#扰乱患者的凝血机制)

实验组患者常规凝血指标
)%O

和
]#'

计数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4.-

%#但和正常范围

相差甚小#不能灵敏地反映毒蛇咬伤患者的低凝状

态#这是因为常规凝血$

"]''

*

]'

*

''

*

)%O

%和
]#'

只从定量方面进行检测#各参数反映患者
,

个阶段的

凝血状态#不能反映整个过程凝血状态#所以对评估

患者的出血风险有一定的局限性'

,

#

1

(

)实验组
'NZ

$

7

*

_

*

#

角*

!"

*

P%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H

%

.4.-

%#表明毒蛇咬伤患者处于低凝状态#这可

能是因为
'NZ

检测是对凝血启动至
)%O

溶解整个血

凝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其中
#

*

!"

反映
)%O

*

]#'

含

量和活性等方面的综合水平#同时也反映所形成凝血

块的坚固性和弹力度#更真实地反映患者凝血状况#

为医师评估患者出血风险提供一定的依据)

本研究以
'NZ

检测和常规凝血检测
+

种方法对

毒蛇咬伤患者凝血功能进行分析#综合实验数据结

果#

'NZ

对毒蛇咬伤患者进行连续检测并准确反映

患者的病态低凝状态#在指导临床判断病情和治疗优

于常规凝血和
]#'

计数#提高医师对凝血状况与病

情严重性相关的认识#同时也提高对患者的临床救治

效果) $下转第
+-11

页%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C!9EP<BH

!

*9

K

>9IC9F+.,6

!

S8<4,-

!

T84,2



楚#可能与胆盐增高时抑制心肌细胞的三磷酸腺苷

$

"']

%酶活性#影响氧交换和蛋白质合成有关)而另

一项对
2.

例黄疽新生儿的对照研究显示#病理性黄

疸和生理性黄疸新生儿血清
G'H'

值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H

&

.4.-

%#表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心

肌无明显的损伤作用'

,,

(

)因此#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是否造成心肌损伤目前仍有争议)

本研结果显示#

?A&G'H'

水平在
+

组男*女性之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4.-

%)因此#在开展

新生儿
?A&G'H'

参考水平研究时#可以排除性别的影

响)

+

组患儿
?A&G'H'

水平随周龄的增加有先增高

后降低的趋势#但变化范围较小#可能与新生儿特殊

的生理代谢特点有关)

新生儿心肌细胞对缺血
&

再灌注的耐受力较成年

人差#新生儿疾病常并发短暂心肌缺血及心肌损伤#

因此对新生儿心肌损伤的早期诊断十分重要'

,+

(

)新

生儿心肌损伤的确诊方法#目前局限于心电图及心脏

彩超等设备#这些检查手段特异性较强#而敏感性低#

G'H'

的检测则为新生儿心肌损伤提供了良好的实验

室证据#但采用健康成年人第
11

百分位值$

.4.,0

$

J

"

#

%诊断新生儿心肌损伤并不合适)由于伦理学的

原因#规范地开展新生儿
?A&G'H'

参考区间的研究存

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分析了患常见非心脏疾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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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分布情况#为临床新生儿心

肌损伤的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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