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手术的问题,当期待的事件未能即刻得到满足,取
而代之的是入院宣教内容,容易导致患者产生不解与

疑惑,甚至因此导致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发生。AID-
ET沟通模式在沟通之初要求护理人员主动问候患

者,并询问目前的感受[18],为临床护理人员表达对患

者的理解提供了结构化的沟通工具,使入院宣教具有

计划性、预见性,对护患双方均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提升了入院宣教内容告知的完整性,促进和谐护患关

系构建,降低了入院初期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发生,
充实了优质护理服务的内涵。

由于本科室护理人员为首次按照AIDET沟通模

式进行入院宣教,宣教过程中要求护理人员进行专业

技能自我介绍尚属初探,因此,难免让部分患者感觉

在介绍过程中存在感情不够自然的情况,对研究结果

评价亦可能产生影响,因此,后期将定期总结语言沟

通要点及情感进行合理架构,不断完善 AIDET沟通

模式下的健康教育宣教内容,并使模式化沟通下的健

康宣教呈现多样化以满足个体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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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参考区间的建立

余 毅,华 夏,邓秋连,钟华敏,肖燕青,陈丽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检验科,广东广州
  

510518

  摘 要:目的 建立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水平参考区间。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健康孕晚期女性(35~37孕周)408例纳入孕晚期组,同期在体检中

心检查的387例健康非孕期女性纳入对照组,两组均按年龄分为18~<30、30~<35、35~<40、40~≤45岁

共4个年龄段。采用全自动血凝仪检测其血浆D-二聚体水平,计算第95百分位数值(P95)以建立其单侧参考

区间。结果 孕晚期各年龄段组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

晚期组各年龄段血浆D-二聚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参考区间为≤
3.42

 

mg/L。结论 初步建立了适用于该实验室的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参考区间,对于孕晚期女性相关

疾病确诊和排除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孕晚期; D-二聚体; 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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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之一,是体内 高凝状态与血栓形成的重要监测指标,目前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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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评估。妊娠是女性的

特殊生理阶段,相关研究报道,妊娠期女性血液处于

高凝状态[1],随着孕程的进展,血液一直处于高凝状

态并逐渐增强,于围产期达到高峰,产后逐渐恢复至

正常水平[2]。血液适度高凝有助于分娩时加强止血

功能,但异常高凝易致静脉血栓形成。而静脉血栓在

孕产妇中发生率较高,病情凶险,以孕晚期最为严重,
急需准确可靠的实验室指标进行评估。D-二聚体是

排除静脉血栓的重要实验室指标,其能反映体内继发

性纤溶强度[3]。因此,D-二聚体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及制订适用的参考区间显得尤为关键。孕妇血浆D-
二聚体水平较非孕期女性升高,尤以孕晚期升高最为

明显,同时也受地域、饮食结构、检测方法等影响[4],
因此,急需建立适用于本地区及本实验室孕晚期女性

D-二聚体水平的参考区间。本研究对408例广州地

区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水平进行检测,并建立参

考区间,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做产前

检查的健康孕妇408例为孕晚期组,年龄18~45岁,
孕龄35~37周。排除标准依据《妇产科学(第8版)》
中规定的相关内容[5]:孕前或孕中期出现高血压、糖
尿病、恶性肿瘤;合并子痫前期或其他子宫-胎盘功能

不良情况(胎盘早剥、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等);胎儿发

育异常史或生育异常史;凝血机制异常;有血栓性疾

病史或家族史;血液系统或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自身

免疫性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孕期接受阿司匹林等

影响凝血和纤溶功能的药物。根据年龄分为18~<
30岁、30~<35岁、35~<40岁、40~≤45岁共4个

年龄段,各年龄段研究对象数为132、141、101、34例。
选取同期在本中心体检的健康非孕期女性387例为

对照组,年龄18~45岁。同样将其分为4个年龄段,
各年龄段研究对象数为114、129、88、56例。
 

1.2 方法 采集所有受试对象空腹静脉血1.8
 

mL,
置于含枸橼酸钠的专用真空抗凝管内(抗凝剂与静脉

血比例为1∶9)[6],立即混匀,3
 

000
 

r/min离心10
 

min,剔除脂血、溶血、乳糜、黄疸及有血凝块标本,标
本采集后2

 

h内完成检测。采用法国 Diagnostica
 

Stago公司STA-R
 

Evolution全自动血凝仪对标本进

行检测,原理为免疫比浊法。采用Stago公司配套的

质控品 LIATEST
 

CONTROL
 

N+P进行室内质

控,所用试剂亦为Stago公司配套产品LIATEST
 

D-DI。检测系统每年均有校准,且定期参加国家与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室间质评,以确保检测结果准确

可靠。本研究质控品高值浓度20次总的变异系数

(CV)为5.84%,低值浓度的CV 为12.68%,均低于

行业标准中规定的10%以及15%[7]。以上所有操作

均按照仪器操作规程执行。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
正态性检验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所得D-
二聚体结果为偏态分布,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M
(P25,P75)]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 检验。结合

临床实际情况,D-二聚体水平过高为异常,因此计算

第95百分位数值(P95)以建立其单侧参考区间。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孕晚期组及对照组D-二聚体水平正态性检验 
孕 晚 期 组 进 行 Kolmogorov-Smirnov 检 验,P <
0.001,数据呈偏态分布,总体D-二聚体水平为1.66
(1.09,3.02)mg/L。对 照 组 进 行 Kolmogorov-
Smirnov检验,P<0.001,亦呈偏态分布,总体D-二
聚体水平为0.32(0.15,0.62)mg/L。

2.2 孕晚期组与对照组不同年龄段血浆D-二聚体水

平 孕晚期组各年龄段D-二聚体水平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即年龄不是D-二聚体水平的影响

因素,因此在建立参考区间时不考虑年龄因素,无需

分年龄段进行分析。但孕晚期各年龄段D-二聚体水

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孕晚期组与对照组不同年龄段血浆D-二聚体水平比较[mg/L,M(P25,P75)]

组别 n 18~<30岁 30~<35岁 35~<40岁 40~≤45岁 H P

孕晚期组408 1.69(1.12,3.04) 1.65(1.08,3.01) 1.52(0.98,2.94) 1.72(1.19,3.15) 3.310 0.348

对照组 387 0.33(0.16,0.56) 0.31(0.14,0.67) 0.26(0.12,0.46) 0.35(0.18,0.69) 1.843 0.615

U 2
 

944 3
 

299 2
 

451 1
 

806

P <0.001 <0.001 <0.001 0.005

2.3 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参考区间的建立 以 上结果提示年龄非D-二聚体水平的影响因素,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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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参考区间时无需分年龄组。故本研究计算P95,
建立广州地区孕晚期女性血浆D-二聚体正常参考区

间为≤3.42
 

mg/L。

3 讨  论

D-二聚体水平升高可能是妊娠期正常反应,也可

能是某些疾病的早期表现,如妊娠期高血压[8]。已确

诊的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血浆D-二聚体水平变化对判

断病情发展、疗效监测及预后评估均有较好的临床意

义[9]。正常妊娠期女性血液处于高凝状态,D-二聚体

水平亦升高,但目前对血浆D-二聚体的检测尚未有统

一的标准,导致各实验室间可比性较差,且各试剂厂

商提供的参考区间仅针对健康非妊娠人群,使D-二聚

体在妊娠期,特别是孕晚期女性的应用受到极大限

制[10]。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测定孕晚期健康女性的

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建立适

用于本地区的孕晚期女性D-二聚体的参考区间。
建立孕晚期女性D-二聚体水平的参考区间是一

项十分严谨的工作,本课题组严格遵循CLSI
 

C28-A3
文件要求[11],对入选人群执行了合理的纳入和排除标

准。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种族、地区、饮食等因素相

关,我国不同地区孕晚期D-二聚体水平的参考区间均

有相关报道,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所得孕晚

期女性D-二聚体参考区间≤3.42
 

mg/L,与浙江地区

的3.19
 

mg/L较为接近[12],亦与重庆地区的≤2.75
 

mg/L(单胎),≤3.47
 

mg/L(二胎,18~<35岁)和≤
3.95

 

mg/L(二胎,35~45岁)较为相符[13]。但与国外

报道的结果差异较大[14],除了地域、种族之外,也与检

测方法有关,本研究采用免疫比浊法,具有分析速度

快、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目前被国内多数医院所采

用。因此,采用该方法建立的D-二聚体参考区间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即未对孕早期及孕中期

女性D-二聚体参考区间进行相应的研究。其次,对于

已建立参考区间的适用性亦未做进一步系统的验证,
本课题组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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