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表达的影响研究'

Z

(

)

国际消化病杂志"

$%%0

"

$0

)

*

*!

(*.-(*1)

'

(

( 周毅"邓虹珠"邓子华"等
)

苦豆子总碱对大鼠实验性结肠

炎
"V(

h

"V$.

h

"

"V+

h

"V$+

O表达的影响'

Z

(

)

中国临床

康复"

$%%*

"

&%

)

(0

*!

+1-1&)

'

.

( 陈建国"邓虹珠
)

苦豆子总碱对大鼠实验性结肠炎
!\V

"

GV/

"

J\

"

GK\

表达的影响'

Z

(

)

中国中药杂志"

$%%*

"

'&

)

(

*!

'$'-'$.)

'

*

( 姚惠芬"周毅"邓虹珠"等
)"V(%

和
"V(%H

在溃疡性结肠

炎大鼠血清中的表达及意义'

Z

(

)

山东医药"

$%%*

"

(*

)

'.

*!

0-+)

'

0

(

?/JMV

"

/̂JM,

"

c#/\Q

"

8;=5)?D8=E;:-:EN5=77=;4-

>

<

8NN89;I4ND8=;ID49R

C

>4;8:E0$:E34538:ED:L:;:4E4N

D:

F

D-74L:5:;

<

-

F

>46

C

L4Y&>858=I8=EB

C

>4:EN5=77=;4>

<

N6E9;:4E:7=9>4

C

D=

F

8I

'

Z

(

)Z#776E45

"

$%%0

"

&01

)

$

*!

&$'*-&$(()

'

+

( 陈明帅"徐超"宋兴超"等
)

热休克蛋白的研究进展'

Z

(

)

经

济动物学报"

$%&*

"

$%

)

&

*!

((-.')

'

1

(

!/#@#HA)"D=

C

8>4E87=9D:E8IN4>

C

>4;8:EN45B:E

F

"

6EN45-

B:E

F

=EBB:I=

FF

>8

F

=;:4E

'

Z

(

)J=;,83G45"855@:45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

!

$%&'()(

%

*

&+,,-&$)./0(122&%'$

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血肿的影响

全
!

裔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桂林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血肿的影响!为脑出血血肿的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该院行颅内血肿微创穿刺清除术的
&.$

例脑出血患者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到该院体检

的
&(+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分别检测并比较观察组患者血肿和外周血标本!以及对照组健康者外周静脉

血标本中的
V-

二聚体'纤溶酶原水平&结果
!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和血肿中测得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水平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观察组血肿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的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血肿和外周血中纤溶酶原呈正相关!

V-

二聚体无相关性&结论
!

血浆中纤溶酶原的检测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血肿内的纤溶酶原水平!对临床上脑出血血肿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脑出血$

!

血肿$

!

V-

二聚体$

!

纤溶酶原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脑出血又称脑溢血"是急性脑血管疾病中最为严

重的一种"是由于脑部的细小动脉管壁变薄并进一步

破裂导致的"具有发病急$病情凶险以及病死率高等

特点'

&

(

#该病常见发病原因主要有高血压$动脉瘤$

脑血管畸形$动脉硬化"以及特异性动脉炎等"其中高

血压是最主要的病因#此外"情绪激动$不良嗜好)酗

酒$吸烟等*$过度劳累"以及气候变化等都是引起该

病的主要诱因'

$

(

#血肿是由于患者病变脑血管破裂

出血形成的"往往伴随水肿的出现"从而压迫周围脑

组织并使其发生坏死"导致不可逆的损害#因此"有

效清除血肿以减轻对周围组织的压迫对治疗效果具

有重要意义'

'

(

#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颅内血肿微创

穿刺清除术来治疗脑出血"尿激酶常作为血肿液化剂

对血肿进行溶解和引流'

(

(

#由于尿激酶的作用靶点

是纤溶酶原"且国内缺少对尿激酶使用及理论基础等

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

血肿的影响"以便为临床治疗中尿激酶的使用和改善

治疗效果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脑出血患者"以及在本院进行体检的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

例脑出血

患者作为观察组"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

龄)

*0)&%b$)'$

*岁+出血量
+)$%

#

..)%%7H

"平均

出血量)

$()$%b&%)(.

*

7H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均年龄)

*.)$%b$)&'

*岁#两

组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

有可比性#患者纳入标准!术前均经
"?

检查确诊为

脑出血+发病不超过
0B

+近
&

年无血栓及出血病史+

同意参与研究患者#排除标准!有心肝肾功能病史+

并发其他系统肿瘤者+近
&

个月内服用影响纤溶活性

的药物及抗凝药物者+拒绝参与研究者#健康检查者

纳入标准!经
"?

检查头部正常+无心肝肾疾病#本院

伦理委员会已批准本研究"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签署

同意书#

$)/

!

方法
!

观察组!经家属同意后"根据患者入院时

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及血肿性状$大小等对患者行

颅内血肿微创穿刺清除术#术前采取患者外周血标

本待用#术中抽吸患者混合血肿液"首次抽吸时留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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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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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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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

置于无菌凝血检验管中"以
'%%%>

%

7:E

的速度

离心
&%7:E

"分离出上清液后与术前采取的外周血标

本分别做标记后放于
O+%a

冰箱内待检#对照组!取

晨间空腹外周静脉血
$7H

"离心分离出上清液后置

于超低温冰箱内待测#两组均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

)

!:878EI

公司配套试剂盒*"检测仪器为
!

<

I78Y

"!.&%%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上清液中
V-

二聚体和

纤溶酶原的水平#

$)'

!

观察指标
!

记录观察组患者血肿和外周血标本

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的水平"对照组外周血标本中

的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的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观察

组外周血和血肿标本中纤溶酶原的相关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组间比较用
6

检验"采

用
!

C

8=>7=E

秩相关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与血肿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

原的水平比较
!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中的
V-

二聚体和

纤溶酶原水平与血肿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与血肿检测结果

!!!

比较#

Db=

%

E

F

&

7H

$

标本来源
V-

二聚体 纤溶酶原

外周血
0'*).&b&*.)$( &&)'0b')..

血肿
0+0)&.b&(%)'$ &.)%&b')&%

6 $)$1' &)1+0

! %)%$+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

的水平比较
!

观察组与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

纤溶酶原的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外周血检测结果

!!!

比较#

Db=

%

E

F

&

7H

$

组别
V-

二聚体 纤溶酶原

对照组
0&%)$'b&.$)'( &%)*$b$).$

观察组
0'*).&b&*.)$( &&)'0b')..

6 &).1* &).+.

! %)&*& %)&$%

/)'

!

观察组血肿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纤溶

酶原的水平比较
!

观察组血肿和对照组外周血
V-

二

聚体和纤溶酶原的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1

!

观察组外周血与血肿中纤溶酶原及
V-

二聚体的

相关性分析
!

根据
!

C

8=>7=E

秩相关检验结果表明"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和血肿中纤溶酶原呈正相关)

5e

%)*0&

"

!

$

%)%.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和血肿中
V-

二

聚体无相关性)

5e%)&$0

"

!

%

%)%.

*#

表
'

!!

观察组血肿和对照组外周血检测

!!!

结果比较#

Db=

%

E

F

&

7H

$

组别
V-

二聚体 纤溶酶原

对照组
0&%)$'b&.$)'( &%)*$b$).$

观察组
0+0)&.b&(%)'$ &.)%&b')&%

6 ()%&$ $)$.*

! %)%%% %)%'&

'

!

讨
!!

论

!!

近年来"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

疾病之一"而脑出血作为神经内科最为常见且最为严

重的脑血管疾病"拥有极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严重

威胁着人类的生活质量"造成家庭负担'

.-*

(

#脑出血

后形成的血肿极有可能会损害其周围的其他正常脑

组织"甚至会伴随水肿的出现"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因此"对脑出血患者的早期预防和治疗已受到越来越

多学者的关注#以往研究表明"脑出血血肿患者体内

凝血和纤溶系统经常会发生改变"但其变化规律仍存

在争议'

0

(

#临床上也希望能够通过检测纤溶$凝血指

标来指导和判断脑出血血肿的治疗和预后"因此"本

文主要通过探讨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血肿的影

响"为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本研究通过对脑出血患者外周血和血肿中纤溶

酶原及
V-

二聚体检测"结果显示!)

&

*观察组血肿中纤

溶酶原的水平较外周血高"但两组纤溶酶原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脑出血患者急性期外周血

凝血和纤溶活性经常会发生改变"当脑内血管破裂

时"脑组织中的凝血因子被激活及损伤的脑血管内膜

会导致一系列的凝血途径"为达到止血目的凝血系统

开始亢进"由于凝血酶和凝血因子的消耗使得纤溶活

性不断增强#但本结果显示脑出血患者外周血中纤

溶酶原水平与健康体检者比较无明显差异"与王姝

等'

+

(研究结果一致#)

$

*观察组血肿中的纤溶酶原水

平明显高于外周血)

!

$

%)%.

*#分析原因可能为血肿

的凝聚释放许多凝血因子或凝血酶导致纤溶物质聚

集"但生理状态下脑组织中只含有较少的纤溶物质"

在发病
'B

后
;K/7,J/

的表达开始明显提高"从而

导致纤溶酶原无法激活以至于不能发挥纤溶酶的溶

解血肿作用"因此通常需要加入尿激酶以促进血肿的

纤溶过程"减少脑组织的损伤'

1

(

#)

'

*观察组血肿和

外周血中
V-

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

V-

二聚体是在纤溶酶原被激活为纤溶酶

后水解交联纤维蛋白"之后由纤维蛋白水解形成的#

其能够反映机体凝血和纤溶的状态"纤溶亢进和高凝

状态都说明
V-

二聚体水平升高#国内许多研究表明"

在脑出血急性期
V-

二聚体的水平在外周血中较高"与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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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387L8>$%&+

!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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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原因可能是脑出血发生后"外

周血和血肿中的
V-

二聚体水平发生了变化'

&%

(

#

综上所述"脑出血患者血肿中存在纤溶酶原"其

中纤溶活性高于血浆中的纤溶活性"且二者存在正相

关性"因此"对血浆中纤溶活性的检测可以作为临床

上治疗血肿的指导"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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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止血超早期防止脑出血血肿增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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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护理管理应用于口腔种植治疗过程的效果观察

董天贞!钟昌萍#

!易明伶!邓蔓菁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口腔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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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对口腔种植牙患者进行强化护理管理对种植成功情况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患者

分为两组!强化护理管理组采用专业护士负责!加强指导宣教与追踪随访等强化护理管理方案!对接受种植治

疗的患者进行护理和管理$常规护理对照组在治疗过程中采用常规护理和配合&结果
!

强化护理管理组患者

的种植成功率'治疗满意度较之常规护理对照组高!出现遗漏和重复工作也较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口腔种植患者应用强化护理管理!可促进医患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较好地提高种植成功

率和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护理管理$

!

口腔种植$

!

口腔卫生宣教$

!

追踪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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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牙列缺损或缺失"

这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美观"而且还影响了患者的正

常生活'

&

(

#口腔种植修复是目前在临床实践应用较

广泛"用于牙列缺损治疗的一种新型且高效$科学的

手段"虽然具有舒适$美观$坚固和耐用等优点"但是

对医生的操作技术$护士的协助和管理"以及患者的

配合有着较高要求'

$

(

#本科自
$%%0

年开展牙种植术

以来"已逾千例"在种植患者的管理中"制订了一系列

有效的护理管理方案"充分发挥专业护士在医生和患

者之间的桥梁作用"提高了种植体成功率和患者的满

意度"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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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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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对
$%&*

年
&O&$

月来本科室接受

牙种植术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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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分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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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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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b.)'

*岁#将其

分为两组"强化护理管理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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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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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常规护

理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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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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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1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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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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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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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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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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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强化护理管理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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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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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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