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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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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是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酶作用下

的特异性降解产物#

TT

的生成或血
TT

水平增高反映凝血和

纤溶系统的激活'在病理状态下#凝血和纤溶状态平衡被破

坏#凝血倾向增强#从而使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增加#导致
TT

含

量增高(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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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的生成

在凝血过程中#凝血酶使纤维蛋白原水解#释放出纤维蛋

白肽$

A28:24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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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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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X

%#即
NX6

和
NXS

#随后形成可溶性纤

维蛋白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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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

&NP

的
*

链之间

通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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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氨酰胺%

5

赖氨酸相互聚合#最终形成交联的纤维

蛋白$

A28:24

#

N8

%'这种
*

链之间的共价交联是形成
TT

的结

构基础'纤维蛋白在溶解过程中#释放出
aM

*

bM

*

TM

*

UM

等碎

片#并形成
TT

*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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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

"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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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等复合物'这些碎片

进一步降解为最小的片段
TT

和
TT

"

U

复合物#

TT

相对分子

质量约
0)_+"

#

#体内半衰期超过
#=

#主要经肾脏排泄'

A

"

不同
TT

检测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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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方法包括乳胶凝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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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
O@<9V

具有快速*经济*适合于个体

检测的特点#但其敏感性较差#受人为主观影响较大&

O@<93<

法

方便*快捷#敏感度为
,$.

#易在大多数医院推广普及&

UOG&6

灵敏度较高#快速
UOG&6

具有快速*定量*敏感度高和适合个

人检测等特点(

#

)

'不同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不同'

TT

正常参

考值不仅随检测方法的不同而不同#也随年龄增长而增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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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临床应用价值

B/@

"

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

文献报道#血栓形成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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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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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显示#血浆

TT

水平由高到低也依次为
6PG

*

6̀X

和
&6X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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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TT

水平监测有助于冠心病早期诊断及临床分型'血栓性脑梗死

的发病多以血管病变或损伤为基础#与凝血状态*血液成分改

变及血管活性肽的激活等有关'脑梗死急性期血浆
TT

浓度

显著升高#对凝血状态的改变和血栓的形成及溶解高度敏

感(

$5,

)

'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时易促使血栓形成#脑梗死缓解期

患者血浆
TT

浓度虽降低#但仍维持较高水平#这可能与缓解

期继发纤溶亢进有关(

*

)

'血浆
TT

浓度持续长时间高水平#提

示机体可能具有自身保护机制'郭泽兴(

+"

)的研究证实#脑梗

死患者血液呈高凝状态#纤溶活性增强&也弥补了脑梗死发生

)!=

内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的某些不足#对脑梗死的早期诊

断意义较大(

++

)

'动态监测血浆
TT

水平对探讨血栓性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机制*病情变化及预后评价等方面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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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烧伤患者中的应用
"

凝血机制紊乱是重度烧伤并发症

之一#临床表现为
TT

水平增高#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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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延长#纤维蛋白浓度异常#并可导致弥散

性血管内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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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等(

+)

)的研究发现#重度大面积烧伤患者体内变化最敏感

的指标是
TT

#而且随着患者病情程度加重#

TT

水平也明显增

高'监测血浆
TT

水平对判断重度烧伤患者的病情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雷树红等(

+#

)的研究显示#在烧伤后
+

周时#并发血

栓形成者
TT

水平高于无血栓形成者$

3

&

"/"-

%#而烧伤后
-F

内
T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

%#表明
TT

对烧伤患

者血栓形成的辅助诊断价值体现在烧伤
+

周后#而并非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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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血液系统疾病中的应用
"

恶性血液病患者常伴有出凝

血及纤溶系统功能紊乱#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出血倾向#其机制

较为复杂(

+!

)

'李萍等(

+-

)对
-"

例血液肿瘤患者初发*缓解*部

分缓解*复发时的血浆
TT

水平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发现复发

组血浆
TT

水平高于其他各组$

3

&

"/"-

%'华佳叶等(

+0

)的研

究则证实#初发患者和复发患者血浆
TT

水平明显升高#提示

血浆
TT

测定不仅可评估血液病患者凝血功能#也可用于判断

病情变化及预后评价'急性白血病是一种恶性血液病#其最严

重的并发症是出血#与患者凝血功能的异常导致肿瘤细胞的表

型和活性改变#使肿瘤易于在局部增殖*浸润及转移#且肿瘤细

胞的浸润能力取决于患者自身纤溶亢进程度有关(

+$5)"

)

'苏艳

平等(

)+

)对
+0-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初发和缓解时的
TT

水平进

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初发组血浆
TT

水平高于缓解组和对照组

$

3

&

"/"-

%#说明血浆
TT

水平变化与急性白血病的病情严重

程度及预后有明显关系'

B/C

"

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
"

张美云等(

))

)对
+"#

例消化

系统肿瘤患者放*化疗手术前后血浆
TT

浓度进行了定量检

测#结果显示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有转移者血浆
TT

浓度

高于无转移者#说明血浆
TT

浓度与肿瘤转移有一定关系#前

者血液处于继发性纤溶状态#且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和部分缓

解患者血浆
TT

阳性率均低于化疗未缓解者'因此#动态监测

血浆
TT

水平可用于预测消化系统肿瘤患者临床分期*判断有

无肿瘤转移*评价化疗疗效及判断预后等'对
+--

例不同类型

及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的肝病患者的血浆
TT

水平的检测表明#

血浆
TT

水平与肝病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监测血浆
TT

水

平有助于肝病的诊断*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及评价预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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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
"

在呼吸系统方面#慢性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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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炎*肺炎*肺心病*肺栓塞*肺癌患者血浆
TT

水平均有不同

程度增高#肺栓塞和肺癌患者血浆
TT

水平高于其他肺部良性

疾病患者#提示凝血及纤溶的异常在肺部炎性疾病及肿瘤的发

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

)

'有研究表明#李三中(

)-

)通过检测

非妊娠妇女组
$

*健康临产妇女组
%

和子痫前期组
&

的
TT

含

量#健康临产妇女血浆
TT

水平高于非妊娠妇女$

3

&

"/"-

%#子

痫前期患者血浆
TT

水平高于健康临床妇女和非妊娠妇女$

3

&

"/"-

%#表明产前动态监测血浆
TT

水平对预防*诊断和治疗

妊娠高血压具有重要价值'此外#系统性红斑狼疮*糖尿病*肾

病综合征等疾病患者#尤其在伴有微血栓形成时#血浆
TT

水

平均增高'

C

"

展
""

望

随着检测方法的不断发展#血浆
TT

检测将成为一种简

便*快速*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检测项目#临床应用势必更加

广泛'血浆
TT

作为判断凝血与纤溶平衡失调的指标#将日益

受到重视#快速*准确的血浆
TT

检测结果对血栓栓塞性疾病

及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及进一步扩大研

究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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