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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G

是冠心病的严重类型之一#

6PG

的诊断标准近年来

有了,划时代的变革-#确立
6PG

诊断至少应满足下列
#

项中

的
)

项(

0

)

!缺血性胸痛等临床症状&动态心电图的变化&心肌坏

死标志物血清浓度的动态改变'除第
+

项外#另
)

项都与实验

室辅助检查相关#足以说明实验室检查在
6PG

诊断中的重要

性(

$

)

'临床实验室检查项目中#

6&(

*

OT%

是早期应用的心肌

坏死标志物#而
'\

临床特异性较差'

PbJ

存在于骨骼肌和

心肌中#是第一个用于诊断心肌损伤的非酶类蛋白#也是
+

项

敏感性高而非特异性的诊断指标#同时也是冠脉再通后再梗阻

敏感且快速的标志物(

*

)

'本组调查发现#

6PG

期间
PbJ

快

速释放#症状出现后
+=

血中即见升高#

)=

达$

-))/*g#++/!

%

4

C

"

EO

#

)

"

!=

内迅速上升#

+)=

达高峰$

0,!/)g#--/0

%

4

C

"

EO

#约
#"=

恢复至基线#较
'\

*

'\5PS

升高早#可用于
6PG

早期诊断'若症状出现后
!=

内未见
PbJ

升高#则
6PG

可能

性非常低'但是#因骨骼肌含有丰富
PbJ

#同时
PbJ

经肾代

谢#肾排泄功能异常者也会发生
PbJ

升高#故其应与
>(4G

联

合
'\5PS

进一步证实'

>(4G

是心肌细胞特有的#其特异性

强#

>(4G

相对分子质量极小#分布于心肌细胞中#在正常状态

下#

>(4G

不会经心肌细胞膜入血'因此#只要少量心肌细胞出

现损伤#

>(4G

就会从心肌细胞中释放入血#若出现变性*坏死#

>(4G

浓度就会急剧升高#较
'\

*

'\5PS

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特异性'对于无典型心电图改变的初诊疑似
6PG

患者#

>(4G

可为进一步确诊提供依据'国外很多医疗机构已将
>(4G

结合

'\5PS

检测#用于诊断心肌受损的客观实验室辅助检查'本

组调查发现#

6PG

发生后#

>(4G)

"

0=

内开始升高#

+)=

达高

峰#并可维持
-

"

,F

#因此#可用于早期诊断#也可用于晚期诊

断'同时#

>(4G

的释放也提示心肌细胞损伤不可逆转#还可用

于预后判断'

本研究结果显示#

6PG

早期患者检测
'\

*

'\5PS

*

>(4G

及
PbJ

含量#较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3

&

"/"-

%#提示心肌坏死标志物血清联合检测能起协同作

用#提高
6PG

早期诊断率#为及时治疗争取时间'在明确

6PG

诊断之后的治疗时#心肌坏死标志物的连续检测中的特

征性升高或下降#有助于提供与梗死面积有关的定性信息#同

时也可以发现导致再梗死的持续或复发的心肌缺血'综上所

述#笔者认为#心肌坏死标志物血清联合检测无论在
6PG

早期

诊断#还是明确诊断之后的治疗过程中#都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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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妊娠凝血功能检测的临床意义

李
"

佳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凝血功能检测在晚期妊娠孕妇中的临床意义!预防产后大出血或血栓的形成%方法
"

采用
&

L

3E9V'65

-"

自动血凝仪对
+*-

例晚期妊娠孕妇与
+0"

例健康非妊娠妇女的凝血酶原时间"

X(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6X((

$&凝血酶

时间"

((

$&纤维蛋白原"

NGS

$&血小板"

XO(

$

-

项指标进行检测%结果
"

与健康非妊娠妇女比较!晚期妊娠孕妇
X(

&

NGS

水平升

高!

6X((

&

XO(

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

$%结论
"

晚期妊娠孕妇在产前及时检测凝血功能各项指标!对预测和治

疗产妇异常出血及凝血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妊娠'

"

血液凝固'

"

检测

!"#

!

+"/#,0,

"

1

/2334/+0$#5!+#"/)"++/++/"--

文献标识码"

S

文章编号"

+0$#5!+#"

"

)"++

$

++5+)-+5")

""

凝血功能检测是生化实验室的重要检测指标#其主要用来

协助诊断凝血性疾病#特别用于检测晚期妊娠孕妇的凝血功

能'健康晚期妊娠孕妇机体纤溶活性代偿性增高而处于高凝

状态#有利于产后胎盘剥离后的止血'产前凝血功能检测对了

解产妇凝血*纤溶系统的功能*预防产后并发症有重要指导意

义'为了解晚期妊娠孕妇凝血酶原时间$

X(

%*活化部分凝血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4<IO@8P9F

!

IB?

L

)"++

!

Q7?/#)

!

R7/++



酶原时间$

6X((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NGS

%和血

小板$

XO(

%检测的临床意义#作者对
+*-

例晚期妊娠孕妇及

+0"

例健康非妊娠妇女的
X(

*

6X((

*

((

*

NGS

及
XO(

的
-

项

指标进行检测#并进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6

组!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站产科

的晚期妊娠孕妇
+*-

例&孕期
#*

"

!"

周&心*肝*肾功能正常&

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S

组!

+0"

例本站健康非妊娠妇

女&年龄
+,

"

#0

岁#平均
)-/-

岁'

@/A

"

仪器及试剂
"

日本
&

L

3E9V'65-"

自动血凝仪#迈瑞

S')#"""

D

B?93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试剂为随机配套产品'标

准质控品由上海检验中心提供'

@/B

"

方法
"

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
+/*EO

#与
+",EE7?

"

O

枸橼酸钠抗凝剂
"/)EO

颠倒混匀#充分抗凝后#以离心半径

*>E

#

#""":

"

E24

离心
#"E24

后待检'用标准血浆分别建立

测定
X(

*

6X((

*

((

*

XO(

的标准曲线#用
NGS

标准建立测定

NGS

的标准曲线'所有标本均按照
&

L

3E9V'65-"

自动血凝仪

及配套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质控品随标本一起测定#

,U

&

#.

'

@/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统计软件
&X&&+)/"

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计算出各组的$

Fg>

%#

)

组均数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3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

组
X(

*

6X((

*

((

*

NGS

和
XO(

测定结果比较#见表
+

'

表
+

""

)

组
X(

#

6X((

#

((

#

NGS

和
XO(

""

测定结果比较$

Fg>

%

组别
X(

$

3

%

((

$

3

%

6X((

$

3

%

NGS

$

C

"

O

%

XO(

$

_+"

,

"

O

%

6 +!/*-g+/0" +$/!0g)/!- #0/*"g#/*- !/+-g"/*" +*0g+")

S +"/)"g+/"- +$/--g#/-" !+/0"g#/-" )/*"g"/!- )0*g+)+

""

3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组与
S

组比较'

B

"

讨
""

论

正常机体内存在凝血*纤溶两种途径#处于动态平衡'妊

娠晚期存在促凝水平增高*抗凝物质下降*纤维蛋白减少等#导

致血液呈高凝状态(

+

)

'高凝是妊娠晚期的
+

种生理现象#是产

后止血的重要机制#但是高凝状态又可引起妊娠高血压综合

征*胎盘早剥*

TG'

*产后血栓*早产*死胎等多种并发症(

)

)

'

X(

能反映出血浆中凝血因子
%

*

3

*

5

*

6

的水平#是外源

性凝血系统敏感指标'

6X((

能反映出血浆凝血因子
7

*

-

*

8

*

9

的水平#是内源性凝血系统敏感指标'

((

主要反映血

液中存在肝素类抗凝物质指标'

NGS

水平与凝血酶活性有关#

是形成血栓的重要因素#健康妊娠晚期孕妇处于高凝状态#纤

溶活性有代偿性增高趋势#

NGS

水平增加#是机体的
+

种生理

性保护机制#可防止产时或产后大出血'

XO(

由血小板膜*血

小板颗粒*血小板管道系统和血小板骨架蛋白等构成#在生理

和病理止血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5-

)

'

结果显示#

NGS

水平
6

组明显高于
S

组#

NGS

是血浆中水

平最高的
+

种糖蛋白#与凝血酶活性有关#是参与止血*血栓形

成的主要物质(

0

)

'

X(

水平
6

组明显高于
S

组#提示血液呈高

凝状态倾向#可能与凝血因子
%

*

3

*

5

*

6

等增加有关#是由孕

期
NGS

的合成增加所致#是机体的保护性反应'

6X((

水平
6

组低于
S

组#可能与凝血因子
7

*

-

*

7

*

9

等增加有关#这使

晚期妊娠孕妇处于高凝状态'

XO(

水平
6

组低于
S

组#其反

映血小板生成与衰老的指标#与血小板消耗过大和血容量增

加*血液稀释有关#

)

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

%#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

%'

因此#晚期妊娠孕妇在产前及时检测凝血功能各项指标#

及时掌握产妇凝血纤溶功能及状态#对预测和治疗产妇异常出

血及凝血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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