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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因%症状%病程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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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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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由不同病因'不同症状和病程的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是否有差异&方法
!

选择江苏

省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的肝硬化患者
-%

例纳入研究组!另取同期健康体检

者
-%

例纳入对照组!由同一检验人员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血小板参数检测&结果
!

研究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

"

M2*

%和血小板比容"

MJ*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平均血小板分布宽度"

MZ`

%和平均血小板体

积"

LMW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研究组中!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硬化患者
LMW

明显低于非病毒因

素引起的患者"

"

$

'&'%

%$代偿期患者
M2*

'

MJ*

高于失代偿期患者"

"

$

'&'%

%$消化道出血患者
M2*

和
MJ*

明显低于无消化道出血患者"

"

$

'&'%

%!

LMW

高于无消化道出血患者"

"

$

'&'%

%&结论
!

不同病因'症状'病

程的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有明显不同!可通过监测血小板参数了解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状况!为临床进一步

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对及早预判肝硬化出血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肝硬化$

!

血小板计数$

!

血小板比容$

!

平均血小板分布宽度$

!

平均血小板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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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肝脏受多种致病因素长期)反复作用而

引发的进行性)慢性)弥漫性的肝细胞变性坏死)纤维

结缔组织增生#最终导致肝质地变硬的疾病(引起肝

硬化的病因包括病毒性肝炎)酒精)胆汁淤积)肝外胆

管阻塞)遗传性多囊肾病等*

!:#

+

#其主要的并发症为出

血(血小板计数$

M2*

&)血小板比容$

MJ*

&)平均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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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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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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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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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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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体积$

LMW

&)平均血小板分布宽度$

MZ`

&等参

数可以反映血小板数量和功能的变化#从而为临床治

疗提供依据(本研究对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

院不同病因导致的确诊肝硬化患者的血小板参数进

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江苏省南通大

学附属海安医院感染疾病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肝硬化患者共
-%

例纳入研究组#所有患者均

经临床确诊(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

岁%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硬化

+$

例#由其他非病毒因素$病因未定&引起的肝硬化

!!

例%代偿期
(#

例#失代偿期
""

例%有消化道出血

"+

例#无消化道出血
%-

例(另外选取本院体检科体

检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

岁(两组性别)年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检验仪器使用希森美康公司
[\:"!''

型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所用试剂均为原厂配套试剂#进

行
M2*

及相关参数检测(肝硬化患者及健康体检者静

脉采血
"12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立即上下颠倒混

匀
!'

次(所有标本在采血后
$@

内上机测定#仪器自

动分析结果(标本处理和检验流程严格按照
UVM

文件

进行测试#每日进行室内质量控制#仪器定期维护保养(

检验人员为具有
!'

年工作经验的主管技师(所有纳入

的血样#均由同一人采血和检验人员检测(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MUU!,&'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P.K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C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血小板各参数比较
!

研究组患者的
MJ*

和
M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
MZ`

和
LMW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间血小板各参数比较#

P.K

$

组别
)

M2*

$

f!'

,

"

2

&

MZ̀

$

F2

&

LMW

$

F2

&

MJ*

$

_

&

研究组
-% -%&+.#(&" !%&+".#&!' !#&-+.!&'# '&!'.'&'%

对照组
-% "#(&,.("&- !#&$-."&"# !!&'#.'&,- '&"(.'&'(

C T!#&-% #&+% #&++ T!#&!-

" '&''' '&''' '&''' '&'''

/&/

!

由不同病因引起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各参数比

较
!

与其他非病毒因素引起的肝硬化患者相比#由乙

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硬化患者的
LMW

明显降低

$

"

$

'&'%

&%两组间
M2*

)

MZ`

和
MJ*

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失代偿期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各参数的

比较
!

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相比#失代偿期肝硬化患

者
M2*

和
MJ*

均明显降低$

"

$

'&'%

&%而两组间

MZ`

和
LMW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病因引起的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各参数比较#

P.K

$

项目
)

M2*

$

f!'

,

"

2

&

MZ`

$

F2

&

LMW

$

F2

&

MJ*

$

_

&

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硬化患者
+$ ,(&#.##&! !%&!+.#&(- !!&(%.'&,% '&!'.'&'$

非病毒因素引起的肝硬化患者
!! -$&#.$#&- !(&,,."&, !"&#(.!&-" '&!!.'&'%

C '&!+ T!&-$ T"&"( T'&#,

" '&'(' '&'+# '&'", '&+''

表
#

!!

肝硬化失代偿期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各参数比较#

P.K

$

项目
)

M2*

$

f!'

,

"

2

&

MZ`

$

F2

&

LMW

$

F2

&

MJ*

$

_

&

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 ,-&+.#+&" !%&#'."&+! !!&+'.'&,% '&!".'&'$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 (%&$."#&+ !(&#,.#&(" !"&!!.!&!$ '&'-.'&'$

C #&#- T!&!+ T!&#' "&($

" '&''" '&"$, '&!,, '&'!"

表
$

!!

有无消化道出血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各参数的比较#

P.K

$

项目
)

M2*

$

f!'

,

"

2

&

MZ`

$

F2

&

LMW

$

F2

&

MJ*

$

_

&

有消化道出血患者
"+ (#&,.""&, !%&"$.#&"+ !"&$,.!&'# '&'-.'&'#

无消化道出血患者
%- ,(&".#+&' !$&,,."&+, !'&%(.'&,! '&!".'&'%

C T#&', "&$$ #&', T#&!!

" '&''$ '&"$- '&''# '&''#

/&1

!

有无消化道出血患者血小板各参数比较
!

有消

化道出血肝硬化患者的
M2*

和
MJ*

水平均明显低

于无消化道出血肝硬化患者$

"

$

'&'%

&%而有消化道

出血患者的
LMW

水平明显高于无消化道出血患者

$

"

$

'&'%

&%两组患者
MZ`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

肝硬化患者监测血小板参数至关重要
!

肝脏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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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从而调节凝血功能#不同病因

导致的肝硬化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出血症状#其主要

原因为凝血因子合成减少且被加速破坏)血小板功能

障碍等*

$

+

(凝血是一系列凝血因子相继酶解激活的

过程#在该过程中血浆中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变成

不可溶性的纤维蛋白(

M2*

)

LMW

)

MJ*

)

MZ`

检测

为血小板常规检测指标*

%

+

(有研究表明#慢性肝病患

者产生的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

0

&

b

增加#血小板

相关
^

0

b

通过与血小板膜上相关抗原特异性结合#使

巨噬细胞对血小板的破坏和清除增加#患者出血风险

增大*

(

+

(以上结果更加说明了肝硬化患者监测血小

板参数的重要性(本研究表
!

中可以看出#研究组肝

硬化患者的
M2*

和
MJ*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

&#

MZ`

和
LMW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

&(陈渝等*

+

+认为血小板参数指标可以作为

肝功能损伤程度的评估指标#杨继红*

-

+也认为肝硬化

血小板参数可以早期发现失代偿性肝硬化出血倾向#

随着肝功能障碍及血小板减少越来越明显#越易发生

自发性出血及出血难以凝固现象*

,

+

(本研究下一步

同时针对肝硬化患者不同病程和出血症状的情况进

行了比较#进一步证明了血小板参数检测的必要性和

重要意义(

'&/

!

不同病因)病程和症状的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

数有较大差异
!

有研究指出#不同发病机制的肝硬化

患者可通过肝损伤以外的途径影响凝血功能*

!':!!

+

#说

明不同病因状况的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因子将有不同

表现(刘顺等*

$

+研究得出#由乙型肝炎和晚期血吸虫

病引起的肝硬化患者
M2*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许庆等*

!"

+提出#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

M2*

水平高于其他病因引起的肝硬化患者(本研究

结果提示#与其他非病毒因素引起的肝硬化患者相

比#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硬化患者的
LMW

明显

降低#

M2*

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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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
MZ`

和

MJ*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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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同病

因的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有较大差异(

MJ*

反映

了血小板所含颗粒及血小板活性物质的多少#

LMW

反映了骨髓中巨核细胞增生代谢和血小板的生成#

MZ`

反映了血小板容积大小差异的程度(卢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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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得出#肝硬化患者与慢性肝炎和肝衰竭患者

比较#

M2*

值介于二者之间#随病程严重程度加剧#呈

降低趋势#而
LMW

和
MZ`

呈增长趋势(本研究结

果显示#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相比#失代偿期肝硬化

患者
M2*

和
MJ*

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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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随着

肝病的加重#血小板不仅数量减少#功能也发生障碍(

血小板参数的检测可反映肝功能的损伤情况#可能与

病毒对骨髓的抑制)脾功能亢进)应激反应性大血小

板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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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结果显示#消化道出

血肝硬化患者
M2*

和
MJ*

水平明显低于无消化道

出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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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W

高于无消化道出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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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的变化趋势

可预测患者的出血症状(

!!

综上所述#血小板参数的检测可以对不同病因)

病程)症状的肝硬化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提供可靠的检

验依据#为评估肝病发展)预防出血)指导临床用药)

判断预后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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