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锻炼#提高自我护理能力)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

预后观察组产妇的正常生活能力(家庭融入(社会融

入(情绪状态评分较高#提示该组产妇自我护理能力

较好#生活能力显著改善#与家庭及社会关系较密切#

情绪较稳定'这也证实强化自我护理能力能改善产

妇生活能力#促进产妇尽早与家庭及社会融合'与对

照组比较#观察组产妇泌乳时间(子宫入盆时间(血性

恶露时间较短#说明强化自我护理能力干预模式下产

妇通过定时锻炼(强化自我护理行为#能有效提高临

床护理质量#从而促进身体恢复'观察组产妇
Y6Y

(

YXY

评分较低#且完全母乳喂养率更高'自我护理强

调调整产妇心理状态#改善产妇负性心理#而产妇通

过不断自我调节后#可改善机体内分泌#促进乳汁分

泌#实现全母乳喂养'

综上所述#强化自我护理能力能显著促进初产妇

产褥期恢复#改善负性心理#促进母乳喂养#适宜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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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参数在
SYM.M

患者化疗效果评估和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曹文延!杨东亮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人民医院!宁夏固原
)$5&&&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小板参数(血小板计数"

O."

#$平均血小板体积"

QOR

#$血小板比容"

OM"

#和血小板

分布宽度"

OXL

#)在非小细胞肺癌"

SYM.M

#患者化疗效果评估$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回顾性分析

'&%5

年
P

月至
'&%)

年
P

月该院收治的
5&

例
SYM.M

患者"均行化疗#纳入观察组!另选取同期于该院进行体检

的
5&

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比较两组
O."

$

QOR

$

OM"

和
OXL

变化!并进行
%'

个月的随访!检测不同预

后的
SYM.M

患者血小板参数变化%结果
!

化疗前观察组
OM"

$

O."

$

QOR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两组
OXL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化疗后观察组
OM"

$

O."

$

QOR

水平均显著低于化疗前

和对照组"

!

%

&(&$

#!两组
OXL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中完全缓解患者
OM"

$

O."

$

QOR

水平均低于部分缓解患者和未缓解患者"

!

%

&(&$

#%观察组中好转患者
OM"

$

O."

水平均显著低于未

愈&死亡患者"

!

%

&(&$

#%结论
!

血小板参数在
SYM.M

患者化疗效果评估$预后评估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

!

血小板参数'

!

化疗

中图法分类号"

4##5(%%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5)'7/#$$

"

'&%/

#

%57'#&57&#

!!

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已成为我国城市

人口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
%

位)

%

*

'非小细胞肺癌

$

SYM.M

%约占所有肺癌的
P$0

#该病患者早期无明

显临床表现#随着疾病的进展可出现胸部胀痛(血痰(

低热(咳嗽(疲乏(体质量减轻(食欲下降(呼吸困难(

咯血等症状#约
)$0

的患者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

$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P

月第
%5

卷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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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存率仅为
%&0

!

%$0

#化疗是
SYM.M

患者治疗

的重要手段之一)

'73

*

'抗肿瘤治疗时通常选用影像学

检查#并按实体瘤疗效对患者近期疗效进行评价#但

对于不可测量病灶尚缺乏有效评价手段#不能完全反

映肿瘤负荷变化'因此#寻找评价
SYM.M

患者化疗

效果和预后的临床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

'相

关研究表明#血小板参数可作为肺癌化疗后效果及预

后评价的有效指标)

$

*

'然而血小板参数在
SYM.M

患

者化疗效果评估(预后评估中的应用相关报道较少#

故本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P

月至
'&%)

年
P

月本

院收治的
5&

例
SYM.M

患者$均行化疗%为观察组#另

选取同期于本院进行体检的
5&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

照组'

SYM.M

患者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均经病理

学确诊&$

'

%既往未行抗肿瘤治疗&$

3

%具备基本沟通(

理解能力'排除标准!$

%

%临床资料不全者&$

'

%未按计

划完成治疗者&$

3

%因不良反应而出组的患者'观察组

男
33

例#女
')

例&年龄
3%

!

)#

岁#平均$

$P(&5Z$(3$

%

岁&病程
#(%

!

/(3

个月#平均$

$(')Z%(&P

%个月&鳞

癌
#'

例#腺癌
%P

例&

"SQ

分期!

$

期
3$

例#

-

期
'$

例'对照组男
3'

例#女
'P

例&年龄
3&

!

)$

岁#平均

$

$)(5$Z$('3

%岁'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全血
'+.

#

%$0

乙二

胺四乙酸二钾$

%&

#

.

%抗凝#充分混匀后#采用全自动

血球计数仪
Y!73&&&

及配套的
VYW"WS

试剂盒检测

血小板参数)血小板计数$

O."

%(平均血小板体积

$

QOR

%(血 小 板 比 容 $

OM"

%(血 小 板 分 布 宽 度

$

OXL

%*'

$('

!

观察指标
!

$

%

%比较观察组化疗前后#以及对照

组的血小板参数'$

'

%参考相关疗效评价标准)

5

*

#将

观察组患者分为完全缓解组(部分缓解组(未缓解组'

完全缓解!肿瘤完全消失#维持
&

#

周&部分缓解!肿瘤

缩小
$&0

以上#维持时间
&

#

周&未缓解!肿瘤缩小
'

$&0

或无变化#甚至加重'比较
3

组的血小板参数'

出院后采用门诊随访方式#进行
%'

个月的随访$随访

至
'&%P

年
P

月%#无一失访#观察并记录患者预后'

根据观察组患者最终结局#将患者分为好转组$肿瘤

缩小
$&0

以上#维持时间
&

#

周%(未愈"死亡组$肿瘤

缩小
'

$&0

或无变化#甚至导致患者死亡%#比较
3

组

的血小板参数'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OYY'&(&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KZ:

表示#两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血小板参数比较
!

化疗前观察组
OM"

(

O."

(

QOR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两组

OXL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化疗后观

察组
OM"

(

O."

(

QOR

水平均显著低于化疗前和对照

组$

!

%

&(&$

%#两组
OXL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小板参数比较#

KZ:

%

组别
( OM"

$

0

%

O."

$

j%&

/

"

.

%

QOR

$

B.

%

OXL

$

B.

%

对照组
5& &(''Z&(&$ ''%()$Z$3(5% %&(&3Z3(5' %$($/Z%($'

观察组

!

化疗前
5& &('5Z&(%'

"

'P#('$Z$P('#

"

%3(5#Z$(&$

"

%5(&$Z'(&3

!

化疗后
5& &('&Z&(&#

"(

'&#()3Z#)(%%

"(

/(5$Z&(P3

"(

%$(''Z%(#5

& 5('&/ '$(#3& %$(%P/ '(#P$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化疗前比较#

(

!

%

&(&$

表
'

!!

不同疗效患者血小板参数比较#

KZ:

%

组别
( OM"

$

0

%

O."

$

j%&

/

"

.

%

QOR

$

B.

%

OXL

$

B.

%

未缓解组
%/ &('$Z&(&5 ''$(5PZ$$(&/ %'('5Z3($' %$($3Z%($&

部分缓解组
%5 &(''Z&(&$

"

'%&(3/Z#)(##

"

%&(5#Z'(&$

"

%$(%$Z'(&3

完全缓解组
'$ &('%Z&(&#

"(

'&P(P'Z#5(3/

"(

/(5$Z'(53

"(

%$(''Z%(#5

& 5(/'5 $()P/ 3($'# &(&'3

!

%

&(&$

%

&(&$

%

&(&$

$

&(&$

!!

注!与未缓解组比较#

"

!

%

&(&$

&与部分缓解组比较#

(

!

%

&(&$

/(/

!

不同疗效患者血小板参数比较
!

化疗后#观察组 完全缓解
'$

例$

#%(5)0

%#部分缓解
%5

例$

'5(5)0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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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P

月第
%5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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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缓解
%/

例$

3%(550

%'完全缓解组患者
OM"

(

O."

(

QOR

水平均低于部分缓解组和未缓解组患者

$

!

%

&(&$

%#部分缓解组患者
OM"

(

O."

(

QOR

水平

均低于未缓解组患者$

!

%

&(&$

%#

3

组
OXL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不同预后患者血小板参数比较
!

在为期
%'

个

月的随访中#观察组患者好转
#%

例$

5P(330

%#未

愈"死亡
%/

例$

3%(5)0

%'好转组患者
OM"

(

O."

水

平均显著低于未愈"死亡组患者$

!

%

&(&$

%#

QOR

(

OXL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3

'

表
3

!!

不同预后患者血小板参数比较#

KZ:

%

组别
( OM"

$

j%&

/

"

.

%

O."

$

0

%

QOR

$

B.

%

OXL

$

B.

%

好转组
#% &(%$Z&(&# %53(%/Z3&(3# /('3Z%(3$ %)(&/Z'(##

未愈"死亡组
%/ &(''Z&(%& '#&()%Z$&(%$ P(/5Z%(%/ %)('PZ'(#5

? 3(PP/ )(#'$ &()#) &('P&

!

%

&(&$

%

&(&$

$

&(&$

$

&(&$

'

!

讨
!!

论

!!

恶性肿瘤能够破坏机体的凝血和抗凝平衡#促进

肿瘤生长(浸润和转移'

SYM.M

在我国发病率较高#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5

*

'临床常采用化疗治疗

SYM.M

#化疗在杀伤并清除肿瘤细胞的过程中#也会

损伤正常细胞'在健康机体中#凝血和抗凝动态平衡

可以维持体内血液环境稳定)

)

*

'当机体患癌症时#血

液循环会出现异常改变#故
SYM.M

患者体内
O."

不

同于健康体检者'血小板的质量与数量反映骨髓造

血功能和凝血功能状态#由于骨髓检查不属于常规检

验项目#故希望可以从常规血液检查中筛选部分有价

值的指标对疾病疗效及预后进行判断)

P

*

'

血小板由巨核细胞产生#无细胞核#是血液循环

中最小的组分#临床上血小板减少是引起出血的常见

原因)

/

*

'相关研究表明#

O."

的升高与
SYM.M

有着

密切联系#

'&0

!

3&0

的
SYM.M

患者
O."

会升

高)

%&

*

'

O."

不仅能够反映骨髓中巨核细胞的增生(

代谢及血小板生成情况#还可以显示循环血液中血小

板数量'体内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可间接反映肿瘤患

者的骨髓造血功能'由于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间缺

少代谢差异#抗癌药物均不能完全避免对正常细胞和

组织的损害#其中骨髓抑制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

*

'

O."

是反映血小板生成与衰亡的动态指标&

QOR

是

反映血小板活性和大小的重要指标#能够显示骨髓增

生状态'

SYM.M

患者在化疗后由于药物的细胞毒作

用#骨髓造血功能受抑制程度加重#血小板加速破坏

而衰亡#使
O."

水平降低#而
OM"

(

QOR

随
O."

降

低而降低'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化疗前

OM"

(

O."

(

QOR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

SYM.M

患者血小板参数高于健康者&化疗后观察组

OM"

(

O."

(

QOR

水平均显著低于化疗前和对照组#

说明化疗对
SYM.M

患者有一定作用#在杀伤癌细胞

同时#造成了
O."

(

OM"

(

QOR

降低'

OXL

是血小板

分布宽度的差异参数#以血小板体积变异系数表

示)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OXL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这可能与纳入例数较少有关'完全缓

解患者
OM"

(

O."

(

QOR

水平均低于部分缓解和未缓

解患者#这与成厚丕等)

%3

*报道结果一致#表明
OM"

(

O."

(

QOR

水平可作为评估
SYM.M

患者化疗效果的

有效指标'宋国强等)

%#

*报道显示#

OM"

(

O."

水平能

够预测
SYM.M

患者预后'本研究对
5&

例
SYM.M

患者血小板参数与预后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未愈"死亡的患者的
OM"

(

O."

水平均显著高于

好转的患者#提示
OM"

(

O."

水平对预后判断有一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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