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将复查后的标本分别于
*

*

+*

*

!*

*

7*

*

)"*%<=

进行检测#观

察血小板数量的变化)

B8C

"

将
"

组$肝素抗凝剂%

)"

例#复查前
/N?Ad

$

>(844_

)(89+

%

V)*

7

"

N

#复查后
Ad

$

)4489"_4+84(

%

V)*

7

"

N

#复查前

后有明显差异$

C

#

*8*4

%)再将标本进行
*

*

+*

*

!*

*

7*

*

)"*

%<=

内检测#进行血小板数量的观察)

B8D

"

)

组和
"

组经
Ǹ (4*

血液分析仪检测后#均没有显示血

小板聚集报警#血小板直方图基本正常#经显微镜镜检未见血

小板聚集)

B8E

"

有
"

例经肝素钠抗凝剂抽血复查后#血小板才回复正常

范围#是真正的
0T?.1/?$?

)

C

"

讨
""

论

C8A

"

+)

例资料显示#男女性别间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C

$

*8*4

%#平均年龄
!>

岁#未见儿童和青少年#年龄问题有

待今后不断观察和探讨)

C8B

"

+)

例病例中#血小板随着时间的不同其结果呈现下降趋

势#并且有
"

例是典型的
0T?.1[

"

抗凝剂引起的血小板假性

降低#有关此现象目前已有不少文献报道#主要是
0T?.1[

"

可导致血小板活化#部分血小板形态从圆盘状变成球状#其膜

表面某种隐匿性抗原表位现象也会随着时间不同而出现不同

的改变#并与血浆中的自身抗体结合#经过细胞膜中系列物质

反应#最后促使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原聚集成团#引起血小板在

"H

内发生数量的下降'

"

(

)

C8C

"

">

例经肝素钠和枸椽酸钠抗凝血复查后#结果均属正常

范围#而且在不同时间内其结果稳定#说明
0T?.1/?$?

现象

可以是一过性和偶然性#至今未找出病理生理方面的特异性和

共同性'

+

(

)血小板具可逆聚集性#有实验证明#新鲜的
0T?.1

[

"

抗凝血
+*%<=

内#因可逆聚集的血小板还未解聚#造成非

肉眼见到的凝集反应'

>

(

)同时#

0T?.1[

"

的抗凝血中#血小板

形态有圆盘状*球状#它们随着时间延长会不断发生可逆性改

变'

4

(

)

"

组结果可解释为由于该院范围广#检验标本量大#从

采集标本到上机检测#时间长短不一#在
0T?.1[

"

抗凝血内

的血小板形态也会发生不同变化)

C8D

"

肝素钠是一种抗凝能力较强的抗凝剂#它能使凝血酶失

活#从而阻止一系列凝集反应'

!

(

)而枸椽酸钠抗凝原理主要是

对凝血
'

因子有较好的保护作用#使其活性降低减缓)结果表

明#肝素钠和
)q7

枸橼酸钠抗凝血内的血小板形态分布相似#

也可解释为肝素钠内的血小板形态比
0T?.1[

"

较为稳定#血

小板表面结构中的凝血酶和纤维蛋白原等多种受体不易被激

活#致使未能出现聚集现象)可见#

)

组或
"

组的复查结果能

够纠正
0T?.1/?$?

)

C8E

"

血小板计数是临床上常用和不可缺少的参数)如果忽略

了
0T?.1/?$?

现象#未能及时给予纠正#将会给患者的检

查*诊断*治疗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引起医疗纠纷)从本组

的
+)

例需复查标本中#有
(

例至今仍未复检)希望今后能得

到临床医护人员的重视#这对被检测者*检验者和临床医师均

是一种负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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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血小板计数与血小板平均体积的变化及其意义

孙
"

黎!王咏梅!樊
"

程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4)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孕期第
)*

#

"*

周的血小板平均体积"

,/M

#对孕期
"*

周后发生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预测价值$方法
"

回顾性分析了
4*

例健康未孕女性%孕期第
)*

#

"*

周的
7)

例健康妊娠女性和
))>

例妊高征患者的
,/M

和血小板计数$采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法"

-S$

#分析
,/M

对孕期
"*

周以后是否发生妊高征的预测价值$结果
"

健康妊娠女性
,/M

较未孕女性明

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在妊娠女性中!孕期
"*

周后发生了妊高征的孕妇
,/M

较健康妊娠女性明显增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C

#

*8*4

#$健康妊娠孕妇与妊高征孕妇在血小板计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

,/M

预测妊高征的曲线下

面积为
*8!+

"

74:

可信区间为
*84!

#

*8()

#$当
,/M

取值为
)"8>4JN

时!

,/M

对妊高征的预测敏感性为
*8>9

"

74:

可信区间为

*8+9

#

*84(

#!特异性为
*8(4

"

74:

可信区间为
*8!4

#

*89+

#$结论
"

孕期第
)*

#

"*

周的
,/M

值对妊娠第
"*

周后是否发生妊高

征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高血压!妊娠性&

"

血小板平均体积&

"

血小板计数&

"

-S$

曲线

!"#

!

)*8+7!7

"

;

8<33=8)!(+1>)+*8"*)"8*(8*4(

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1>)+*

"

"*)"

#

*(1*99*1*"

""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是女性妊娠期常见的合

并症#由于血压增高#导致孕妇多个脏器受损#临床上出现蛋白

尿*水肿等特征'

)

(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均显示#妊高征患者

的凝血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其中#血小板异常活化是妊

高征患者止凝血功能异常的重要特征之一'

"1>

(

)众所周知#血

小板平均体积$

,/M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小板本身的活化

+

*9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2ZN6D,&F

!

.

G

C<E"*)"

!

M@E8++

!

U@8(



状况#

,/M

增高说明血小板可能处于活化状态'

4

(

)此前开展

的很多研究都表明与健康女性和健康妊娠女性比较#妊高征患

者血小板平均体积$

,/M

%明显增高'

!19

(

)然而#此前开展的研

究多为横断面$病例对照%的研究#尚不足以明确
,/M

增高是

否为妊高征发生的危险因子#即
,/M

的增高是否在妊高征诊

断成立之前即已出现)现分析妊娠中期
,/M

水平是否与妊

娠后期妊高征的发生有关#是否对妊高征的发生具有预测价

值)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4*

例健康对照者*

7)

例健康妊娠女性和
))>

例妊高征患者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来该院就

诊患者和体检者#平均年龄分别为$

"489>_>8"!

%岁*$

"!8*)_

>8)9

%岁和$

"98!>_>8+"

%岁)

A8B

"

方法
"

血常规检测仪器为
#

I

3%&P#?"***

及其配套试

剂#血常规的检测过程参考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以

及该室
#S/

文件进行)

A8C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2

检

验或者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

-S$

%法分析

孕妇第
)*

#

"*

周
,/M

对妊高征的预测价值)所有统计学处

理均在
#<

B

%6

G

E@2))8*J@Cb<=F@L3

中完成)

C

#

*8*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8A

"

+

组研究对象
,/M

检测结果比较
"

健康对照组$

78+>_

)8>7

%

JN

的
,/M

较健康妊娠女性$

)*87!_"8)+

%

JN

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而健康妊娠女性的
,/M

则

比发生妊高征的女性$

)"8*>_"8+7

%

JN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C

#

*8*4

%)

"*4

例妊娠女性中#

,/M

检测的平均时间

点为孕$

)48*4_"89*

%周)在随访过程中#

"*4

例妊娠女性中

共有
))>

例在孕
"*

周后发生了妊高征#其中有
>)

例轻度妊高

征#

++

例中度妊高征#

+7

例发展成为重度妊高征#诊断为妊高

征的时间为孕期$

"98>+_>8>4

%周)

+

组妊高征患者$孕第
)*

#

"*

周%

,/M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此外#健

康妊娠女性与随后发生妊高征的孕妇的血小板计数分别为

$

)!78(7_!*8)4

%

V)*

7

"

N

和$

)()84(_!(8)>

%

V)*

7

"

N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结果表明#孕期第
)*

#

"*

周的

,/M

与
"*

周后是否发生妊高征相关#但是
,/M

并不能预测

妊高征发生程度)

B8B

"

妊娠第
)*

#

"*

周
,/M

对妊高征的预测价值
"

采用

-S$

分析法分析其预测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显示#

,/M

预

测妊高征的曲线下面积$

.Q$

%为
*8!+

$

74:

可信区间为

*84!

#

*8()

#

C

#

*8*4

%#表明
,/M

对妊高征具有一定的预测

效率)当
,/M

取值为
)"8>4

时#约登指数达到最大#此时

,/M

对妊高征的预测敏感性为
*8>9

$

74:

可信区间为
*8+9

#

*84(

%#特异性为
*8(4

$

74:

可信区间为
*8!4

#

*89+

%#该敏感

性与特异性的组合即为全面衡量了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的组

合)这些结果表明#孕期第
)*

#

"*

周的
,/M

值对妊高征的

发生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C

"

讨
""

论

本研究通过对
4*

例健康未孕女性#处于孕期第
)*

#

"*

周

的
))>

例妊高征患者和
7)

例健康妊娠女性的
,/M

以及血小

板计数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

%妊娠女性的
,/M

水平明

显高于未孕女性&$

"

%孕期第
)*

#

"*

周的
,/M

水平对孕期第

"*

周以后是否发生妊高征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

%妊娠女

性#不论是否发生妊高征#在第
)*

#

"*

周时#其血小板计数与

健康未孕女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

血小板是人体止凝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观点认

为#当血小板活化时#其体积通常会增大'

4

(

)因此#

,/M

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血小板的活化状态)以往的研究确实也发现

了
,/M

增大是多种血栓性疾病发病的危险因子'

71)*

(

)与以往

的研究一样#本研究发现妊娠女性
,/M

较未孕女性增高#提

示孕期女性的血小板可能处于活化状态'

!19

(

)最重要的是#发

现在妊娠第
)*

#

"*

周#妊高征患者
,/M

较健康孕妇明显增

高#提示妊高征患者的血小板活化程度可能高于健康妊娠女

性#并且这一过程可发生在患者血压增高之前)实际上#孕妇

血小板处于活化状态可能是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有助于在胎

盘剥离面形成血栓#减少产后出血等#但是这一变化又使得母

体对血栓性事件高度易感'

"

#

))

(

)妊高征患者的
,/M

高于健

康孕妇#提示血小板过度活化#不仅是妊高征患者凝血功能异

常的重要特征#还可能是妊高征的促发因素之一)因此#检测

孕期第
)*

#

"*

周的
,/M

#有助于判断孕妇在孕期第
"*

周后

是否发生妊高征)

总之#本研究发现#妊高征患者在孕期第
)*

#

"*

周的

,/M

值较非妊高征孕妇明显增高#提示在妊高征的发病过程

中#血小板的活化可能先于血压的增高)同时#本研究也表明

孕期第
)*

#

"*

周
,/M

增高是妊高征发生的危险因子)

参考文献

'

)

( 董悦
8

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分类及诊治进展'

Z

(

8

中华妇产科杂志#

"**+

#

+9

$

7

%!

49!147*8

'

"

( 李波#郑磊#刘宝瑛
8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止凝血功能变化及原

因分析'

Z

(

8

实用妇产科杂志#

"**"

#

)9

$

4

%!

"("1"(!8

'

+

(

[6C6E<35

#

U6F6C#[

#

f&%&=<0

#

&26E8/E62&E&26'2<A62<@=<=

G

C&

B

1

=6='

I

1<=FK'&FH

IG

&C2&=3<@=

'

Z

(

8?HC@%D-&3

#

"**4

#

))!

$

4

%!

+((1

+9+8

'

>

(

U6F6C#

#

N<

G

]f8/E62&E&26'2<A62<@=<=2H&H

IG

&C2&=3<A&F<3@CF&C3

@J

G

C&

B

=6='

I

'

Z

(

80P

G

&C2S

G

<=5=A&32<

B

TCK

B

3

#

"**>

#

)+

$

4

%!

4"+1

4"78

'

4

(

/6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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