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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R

反应蛋白"

R(_

$和
X$

二聚体"

X$X

$在患者外科手术后病情监测中的应用%

!

方法
!

对照组
,.

例!实

验组
30

例!对照组于健康体检时和实验组分别于患者手术前及手术后
&

&

,

&

6E

测定血清
R(_

和
X$X

的浓度%结果
!

对照组和

实验组手术前的血清
R(_

&

X$X

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实验组术后和术前血清
R(_

&

X$X

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无并发症的患者术后
,E

的血清
R(_

&

X$X

浓度逐步下降至正常#术后伴有并发症的患者直至
6E

后的血清

R(_

&

X$X

浓度仍然升高!有&无并发症的患者血清
R(_

&

X$X

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术后检测血清

R(_

&

X$X

浓度有助于患者感染&深静脉血栓&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X*R

$等并发症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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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急性时相蛋

白#健康人血清中浓度很低#当细菌感染引发炎性或组织损伤

和术后#其浓度显著升高#在炎症开始后
/

"

&%D

就可检测

到'

&

(

)手术后无并发症时应在
%

*

,E

下降直至正常#如术后出

现感染#则长时间不下降#可以作为炎性反应的生物学标志)

X$

二聚体$

X$E8>BA

#

X$X

&是交联后的纤维蛋白被纤溶酶降解

的特异标志物之一#是确定体内有无血栓形成及继发性纤溶的

指标)而外科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术后感染*深静脉血栓

的形成*

X*R

等'

%

(

)本研究探讨
R(_

和
X$X

在外科手术后监

测感染*深静脉血栓*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X*R

&等并发症时的

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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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正常对照组
,.

例#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年

龄
&.

"

6%

岁#平均
10-%

岁#来源于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健

康体检者)实验组
30

例#其中男
1/

例#女
,4

例#年龄
&0

"

60

岁#平均
1/-&

岁%其中骨科手术
%3

例*脑外科手术
%%

例*肝胆

外科手术
%0

例*胸外科手术
&.

例%各组病例均为陕西省咸阳

市中心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0

月住院的手术患者#手术

前均排除出血性疾病*感染性疾病)

B-C

!

方法

B-C-B

!

仪器和试剂
!

R(_

*

X$X

的测定采用日本
QG

K

>

?

F9

;U%6..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R(_

试剂由日本积水医疗株

式会社生产#试剂
&

批号!

3.6(#Z

#试剂
%

批号!

3&,(#Z

%

X$X

试剂由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生产#批号!

3&%(#Z

)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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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健康体检者于体检时抽取静脉血
,>V

#手

术患者手术前及术后
&

*

,

*

6E

于清晨抽取静脉血
,>V

#

,.>8:

后分离血清#按照生化分析仪的标准操作规程#测试项目的校

准及质控合格后方可测定)

R(_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参考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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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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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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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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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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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采用
:

检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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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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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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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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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及
30

例实验组手术前*后血清
R(_

*

X$X

的

检测结果)实验组术前血清
R(_

*

X$X

浓度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实验组术后与术前的血清
R(_

*

X$X

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
&

&)

30

例实

验组手术患者术后有
&%

例出现了感染*发烧*深静脉血栓*

X*R

等并发症#

6,

例无并发症的患者术后
,E

血清
R(_

*

X$X

浓度逐步下降至正常#而出现并发症的患者直至术后
6E

血清

R(_

*

X$X

浓度仍然升高#两者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对照组与实验组手术前'后的
R(_

和

!!!

X$X

结果比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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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组别$

(

&

R(_ X$X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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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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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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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03i&-%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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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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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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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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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验组术前比较)

表
%

!!

术后并发症组与无并发症组的
R(_

'

X$X

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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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V

$

组别$

(

&

R(_

术后
,E

术后
6E

X$X

术后
,E

术后
6E

术后并发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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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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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并发症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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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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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外科术后患者卧床使下肢静脉回流缓慢#手术创伤和组织

的破坏后#大量凝血物质进入血流以及盆腔#下腹部手术可引

起静脉壁的损伤#均有利于血栓的形成)血栓好发于下肢的深

静脉内#尤其是多见于左侧腓肠肌静脉丛内#形成深静脉血栓

$

XS+

&#是外科手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报道在下列手术后

并发
XS+

的概率分别为!多发性骨折
1.\

"

6/\

*髋部骨折

0.\

"

60\

*神经手术
6\

"

10\

*普外科手术
1\

"

,0\

*胸

外科手术
%/\

"

/0\

'

,

(

)而切口感染也是手术后的常见并发

症#细菌感染可以释放大量的内毒素#释放促凝血酶原激酶样

物质$

+)

&#生成大量的凝血酶#引起
X*R

)

R(_

是由活化巨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刺激肝细胞产生的

急性时相反应蛋白#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系统产生大量终末

蛋白及复合物'

1

(

)炎症疾病*组织损伤*恶性肿瘤*手术创伤等

情况下数小时内迅速升高#病变消退后立即下降至正常'

0

(

)

+<D

J

8

等'

/

(在其研究中指出#血清
R(_

水平高的患者凝血纤

溶系统活性要比
R(_

水平正常的患者和健康者明显增加#认

为
R(_

水平的升高与凝血纤溶系统的激活存在相关性)本研

究显示外科术后患者的
R(_

含量较手术前明显增高#随着病

情的稳定#无并发症的患者术后
,ER(_

逐步下降至正常%而

术后伴有并发症的患者直至术后
6ER(_

仍然升高#证实了术

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
R(_

水平升高不仅仅和术后感染有关#

也可能和患者术后凝血纤溶系统的激活有关'

6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手术后血清
X$X

水平明显高于手

术前#提示外科术后*组织损伤后患者纤溶功能反应性增强)

有术后感染*深静脉血栓*

X*R

等并发症的患者体内存在继发

性纤溶活性亢进*微血栓形成#导致
X$X

水平仍升高)

'@C<

等'

3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当患者血浆
X$X

水平升高时#预示血

管内血栓形成与继发性纤溶出现#可以作为高凝状态和继发纤

溶亢进的分子标记物)许多研究表明
X$X

测定对于深静脉血

栓*微血管血栓和肺栓塞等有高度的敏感性#应用
X$X

作为深

静脉血栓的诊断指标已得到广泛的研究'

4

(

)

综上所述#

R(_

和
X$X

与患者术后的病情发展密切相关#

有助于外科术后感染*深静脉血栓*

X*R

等并发症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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