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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汉族与移居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血液流变学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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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分析了解平原汉族人群、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血液流变学相关指标的差异。方法　抽取平原汉族人群及移

居高原返回平原４５ｄ左右人群的静脉血，采用全自动血流变分析仪进行检测。结果　男性高原返回平原人群在４５ｄ左右血细胞

比容（ＨＣＴ）、红细胞刚性指数和全血黏度低切变率与平原汉族人群比较有所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其余指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女性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与平原人群各项指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高原

返回平原汉族人群在返回平原后４５ｄ左右，男性大部分血液流变学指标已经恢复至平原人群水平，女性全部血液流变学指标可

恢复至平原人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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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流变学是用来研究血液及其成分的流动性和红细胞

变形性规律，它的改变与临床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平原人群进

入高原环境后，由于空气中的氧浓度远低于平原环境，机体各

系统发生功能或结构的改变以适应高原低氧环境。其中主要

改变就是红细胞继发性增多和纤维蛋白及免疫球蛋白应激性

增高，血液黏滞性和凝固性增加而处于高黏、高凝状态，导致血

液循环缓慢，外周阻力增高，组织缺血、缺氧。而从高原返回平

原环境后，机体会发生一系列生理性改变，出现脱适应改变。

笔者通过对平原人群与移居高原返回平原人群血液流变学相

关指标的进行比较，分析了海拔环境的改变对血液流变学的

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健康体检合格的平原汉族男性３６

例，年龄（４９±５）岁，女性３７例，年龄（４５±４）岁；移居高原后返

回平原的汉族男性３８例，年龄（４９±９）岁，女性３９例，年龄

（４８±６）岁。其中移居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移居高原时间为

（２８±１１）年，返回平原时间为（４５±９）ｄ。

１．２　仪器与试剂　使用仪器为中勤世帝仪及原装配套试剂，

检测前进行室内质控，结果在控。

１．３　方法　平原汉族组和移居高原返回平原汉族组均在陕西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附属医院采血。静脉采血５ｍＬ于肝素钠

真空抗凝管（山东成武华博公司生产）内，充分混匀，在３０ｍｉｎ

内完成血液流变学检测。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狓±狊表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男性移居高原返回平原人群血细胞比容（ＨＣＴ）、红细胞

刚性指数和全血黏度低切变率升高均高于同性别平原人群

（犘＜０．０５），其余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女性移

居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各项指标与同性的平原人群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各项指标与同性平原汉族人群的比较

项目
男性

平原汉族（狀＝３６） 返回平原汉族（狀＝３８）

女性

平原汉族（狀＝３７） 返回平原汉族（狀＝３９）

年龄（岁） ４９±５　 ４９±９　 ４５±４　 ４７±６

ＨＣＴ ０．４８±０．０４ ０．５２±０．０９ ０．４１±０．０６ ０．４２±０．０５

·４７４２·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３５卷第１８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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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续表１　　高原返回平原汉族人群各项指标与同性平原汉族人群的比较

项目
男性

平原汉族（狀＝３６） 返回平原汉族（狀＝３８）

女性

平原汉族（狀＝３７） 返回平原汉族（狀＝３９）

红细胞聚集指数 ４．７８±０．２６ ４．８０±０．４７ ４．４７±０．４４ ４．５０±０．６２

红细胞刚性指数 ６．１５±０．５７ ６．９１±１．２２ ６．３２±０．９０ ６．３４±０．８６

红细胞变形指数 ０．７３±０．０６ ０．７４±０．０９ ０．８１±０．１１ ０．８２±０．１０

全血黏度低切变率（ｍａ／ｓ） ２１．８１±１．７３ ２４．２２±４．８６ １７．８０±２．５６ １８．９５±２．６５

全血黏度高切变率（ｍａ／ｓ） ４．８２±．０．３６ ４．９１±．４２ ４．６５±０．４１ ４．７２±０．４６

血浆黏度切变率（ｍａ／ｓ） １．５４±０．１５ １．５８±０．２３ １．５２±０．１３ １．５６±０．２１

　　：犘＜０．０５，与平原汉族男性比较。

３　讨　　论

血液流变学用来研究血液组成成分的流动性、变形性、聚

集性的变化规律，临床上用于对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观察，在心

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状态下，血液的流变

学特性都会发生改变。血液流变学结果异常会影响组织器官

的正常血流灌注，表现为血浆的黏度及全血的黏度升高。全血

低切变率可反映红细胞的聚集程度，红细胞聚集越多则血液黏

滞度越高，血液浓缩［１］。高切变率可以反映红细胞的变形程

度，全血高切变率越高，红细胞变形性越差［２］。平原人群进入

高原缺氧环境后，机体会发生一系列生理性改变，使之适应，其

中以肾脏分泌ＥＰＯ增多而导致的外周血红细胞增多最为显

著。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升高，能增强血液携氧能力，从而代

偿性提高血氧浓度［３４］。然而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过度增加，又

可使血液黏滞性增高，导致血流缓慢。同时，血液呈高凝状态，

可继发血栓形成［５］，进一步加重机体缺氧状态，导致高原红细

胞增多症。有研究表明平原人群进入高原环境后血液流变学

会发生全血黏度、全血还原黏度、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高切

相对指数和低切相对指数、红细胞变形指数、血浆黏度、血细胞

比容均增高［６］。而移居高原的平原人群返回平原环境后，环境

中的氧气浓度大大增加，机体会消除对高原低氧环境所获得的

适应性而重新适应平原环境的变化，出现红细胞、血红蛋白水

平逐渐下降恢复到进入高原环境前的水平，也有研究表明高原

移者返平原后醛固酮明显升高可达平原正常值的２倍。给迁

移平原３０ｄ后的高原居民饮以氛标记的水，表明有水潴留情

况发生［７］，因此也可能与水潴留，血液被稀释有关。

本研究对象为健康平原汉族人群和移居高原返回平原汉

族人群，笔者对这两组人群的血液流变学检测结果统计分析后

发现：男性人群移居高原返回平原（４５±９）ｄ，ＨＣＴ、红细胞刚

性指数和全血黏度低切变率三项指标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其余指标虽然也升高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而女性组平原组和移居高原返回平原组各项检测指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已经习惯高原环境的

汉族人群返回平原环境后，在较短时间内，大部分血液流变学

指标就会恢复到平原人群的水平。可能与环境中氧含量增加，

高原缺氧时机体代偿性分泌ＥＰＯ的解除，从而导致血液中红

细胞和血红蛋白含量降低，ＨＣＴ及血液黏滞度降低有关，也可

能与水潴留，血液被稀释有关。移居高原返回平原的女性组，

血液流变学指标较男性更快恢复至正常水平，其原因可能与女

性红细胞生理代谢较快或女性内分泌激素代谢有关，有关机制

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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