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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急性脑梗死患者同型半胱氨酸"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以期对急性脑梗死疾病的诊疗提供借鉴&方

法
!

选取
'*&'

年
7

月至
'*&7

年
1

月入住该院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急性脑梗死患组和非急性脑梗死患组按
&l&

配对!测

量两组患者的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结果
!

非急性脑梗死组同型半胱氨酸"

O<

H

$%

M#

二聚体%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

L+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
&

"

L+!#&

$水平明显低于急性脑梗死组#非急性脑梗死组国际标准化比值"

!Ù

$%明显高于急性脑梗

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急性脑梗死组经治疗后!进展组
O<

H

%

M#

二聚体%

;#L+

%

L+!#&

明显高于非进展组#进展组国际

标准化比值"

!Ù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L,,

$明显低于非进展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预后良好组
M#

二聚体%

;#

L+

%

L+!#&

明显低于预后不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检测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水平可有效判断急性脑

梗死患者病情%预后和进展!

M#

二聚体水平与患者的预后相关&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

!

同型半胱氨酸#

!

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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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作为一种急性脑血管意外#为三大致死病因之一#

北京地区心血管患者群监测$

SfU!X+

&研究'

&

(表明我国脑卒

中发生率以每年
)(6_

的速度迅速上升#发病者约有
$*_

死

亡#

6*_

的生存者存在功能障碍)脑卒中对社会及家庭造成了

沉重的负担)据相关组织保守估计#我国每
&*

万人口就有

'&0

人发生脑卒中#每年大约新发脑卒中患者
'**

万左右'

'#$

(

#

而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死约占脑卒中患者
6*_

'

7

(

#目前#脑梗

死病率还在不断上升'

%

(

)所以脑梗死的防治一直是医生所重

视的问题)分析急性脑梗死患者同型半胱氨酸$

O<

H

&及凝血

纤溶相关指标#以期对急性脑梗死疾病的诊疗提供借鉴)现报

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搜集
'*&'

年
7

月到
'*&7

年
1

月入住北京积

水潭医院急性脑梗死患者
1*

例$急性脑梗死组&#男性
$&

例#

女性
'0

例#患者最大年龄
)6

岁#最小年龄为
$'

岁#平均

$

16(&\&'(&

&岁#同时以年龄和性别为层#搜集非急性脑梗死

组患者按
&l&

与急性脑梗死组配对#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如

下)诊断依据全国第
7

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缺血性脑

血管病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

&

&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甲

状腺功能低下*恶性肿瘤*口服避孕药*服用叶酸和维生素
-&'

的患者%$

'

&除外脑梗死伴发有血液疾患的患者%$

$

&已进行溶

栓的患者)急性脑梗死患者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

U!O//

&评分#升高大于或等于
&

分的患者纳入进展组#反

之纳入非进展组%采用改良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恢复$

?̀5C35

&

量表评价发病
&

个月后疾病预后#大于
'

分的患者纳入预后

不良组#反之则纳入预后良好组)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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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贝克曼
MWX#)**

全自动生化仪*

4

H

4#

@:VX+#%%*

型全自动凝血仪%

O<

H

检测试剂盒由北京世纪沃

德生产*凝血纤溶相关指标试剂盒由上海长岛生产)

A(C

!

方法
!

患者空腹
&'E

#予以静脉抽血化验#化验的指标包

括同型半胱氨酸
O<

H

*凝血指标如国际标准化比值$

!Ù

&*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L,,

&等及纤溶指标如
M#

二聚体*组

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L+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
&

$

L+!#

&

&等)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6(*

统计学软件处理文中数

据#计量数据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为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各指标水平比较
!

非急性脑梗死组
O<

H

水平明显

低于急性脑梗死组患者#

!Ù

*

+L,,

明显高于急性脑梗死组#

M#

二聚体*

;#L+

*

L+!#&

明显低于急性脑梗死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B(B

!

相关指标分析
!

进展组患者的
O<

H

明显高于非进展组#

!Ù

*

+L,,

明显低于非进展组#

M#

二聚体*

;#L+

*

L+!#&

明显

高于非进展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B(C

!

急性脑梗死组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患者相关指标分析
!

预后良好组
M#

二聚体*

;#L+

*

L+!#&

明显低于预后不良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各指标水平比较%

D\@

&

组别
5 O<

H

$

#

@8>

"

"

&

!Ù +L,,

$

4

&

M#

二聚体$

@

J

"

"

&

;#L+

$

#

@8>

"

"

&

L+!#&

$

#

@8>

"

"

&

急性脑梗死组
1* &6(*\$() *(0&\*(*7 '6(%\$(' $()%\&(6) $&(&\6(' &'*(7\'0($

非急性脑梗死组
1* &'()\'(% &(&$\*(*1 $%(1\'($ &(&$\*(7' &1($\7(& )0(6\&*(1

> 7(%$' '(6)7 1($6% &*($76 0(7)' $(1)'

; *(*7$ *(*7) *(*$0 *(*'6 *(*$& *(*7&

表
'

!!

两组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的比较%

D\@

&

组别
# O<

H

$

#

@8>

"

"

&

!Ù +L,,

$

4

&

M#

二聚体$

@

J

"

"

&

;#L+

$

#

@8>

"

"

&

L+!#&

$

#

@8>

"

"

&

进展组
'1 &6(0\$(1 *(0%\*(*1 '0(7\$($ $(%&\&()& $*(0\1($ &*&(7\'*($

非进展组
$7 &&()\'(% &('$\*(*1 $%(1\'($ &(&$\*(7' &%($\$(& ))(6\&&(1

> %(7&6 $(107 $(7') 6(07% 1(7)1 $(0)$

; *(*$) *(*7' *(*7% *(*$& *(*$% *(*7&

表
$

!!

两组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水平比较%

D\@

&

组别
# O<

H

$

#

@8>

"

"

&

!Ù +L,,

$

4

&

M#

二聚体$

@

J

"

"

&

;#L+

$

#

@8>

"

"

&

L+!#&

$

#

@8>

"

"

&

预后良好组
$1 &1(*\$(6 *(0$\*(*7 ')(%\$(& $(76\&()% $&(0\6($ &'&(7\'*($

预后不良组
'7 &7()\'(% &(*$\*(*% $*(1\$(7 7(1&\&($) $1(&\7(* &&0(6\&*(1

> &(7&6 *()07 &($'& $(7)' 7(&6$ $('&1

; *(*6' *(*)0 *(*6% *(*77 *(*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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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急性脑梗死是一种缺血性脑循环异常引起的脑功能障碍#

致病机制与血液的高凝状态密切相关'

1

(

)

O<

H

是心脑血管疾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6

(

#急性脑梗死经常伴随外周血
O<

H

升高)

凝血和纤溶是血栓性疾病的主要病理生理过程#脑梗死患者体

内存在凝血及纤溶功能异常'

)#&*

(

)常见的凝血和纤溶指标包

括
!Ù

*

+L,,

*

;#L+

*

L+!#&

*

M#

二聚体等指标#这些指标的变

化常常影响患者的凝血功能#从而影响着患者的预后#作为一

种急性脑血管意外#为三大致死病因之一#所以急性脑梗死患

者的各项凝血及纤溶指标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对
!Ù

*

+L,,

*

;#L+

*

L+!#&

*

M#

二聚体等指标在血栓的形成及降解过

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本研究比较了急性脑梗死患者和非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两组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异

常程度严重程度高于非急性脑梗死患者%通过分析急性脑梗死

的进展情况#其中进展组
O<

H

*

M#

二聚体*

;#L+

*

L+!#&

明显高

于非进展组#

!Ù

*

+L,,

明显低于非进展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说明进展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O<

H

及凝血纤溶相

关指标异常程度严重程度高于非进展急性脑梗死患者%通过对

急性脑梗死组预后的分析#预后良好组
M#

二聚体明显低于预

后不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O<

H

*

!Ù

*

+L,,

*

;#L+

*

L+!#&

等对急性脑梗死组预后影响较小#对判断

急性脑梗死患者的预后作用较小#而
M#

二聚体对则对判断急

性脑梗死患者的预后有一定预测作用#

M#

二聚体越高#预后越

好)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检测急性脑梗死患者外周中
O<

H

及凝血纤溶指标#并根据疾病的进展及预后进行分析#发现急

性脑梗死患者的
O<

H

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异常程度严重程度

高于非急性脑梗死患者#进展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O<

H

及凝血

纤溶相关指标异常程度严重程度高于非进展急性脑梗死患者#

O<

H

*

!Ù

*

+L,,

*

;#L+

*

L+!#&

等对急性脑梗死组预后影响较

小#对判断急性脑梗死患者的预后作用较小#$下转第
'$1)

页&

+

1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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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散试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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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复融放散试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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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检测效果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两种温度的放散试验检测结果

试验方法 阳性数$

#

& 阴性数$

#

& 试验阳性率$

_

&

%1[

热放散试验
11 ) )0('

Z'*[

冷冻复融放散试验
%' '' 6*($

B(B

!

两种温度的放散试验与临床诊断符合率的比较
!

%1[

热放散试验与
Z'*[

冷冻复融放散试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1[

热放散试验的临床诊断符合率高于
Z'*

[

冷冻放散试验#见表
'

)

表
'

!!

两种温度的放散试验与临床诊断符合率的比较%

_

&

试验方法
与临床诊断

阳性符合率

与临床诊断

阴性符合率

%1[

热放散试验
&**(* &**(*

Z'*[

冷冻复融放散试验
6)() '&('

C

!

讨
!!

论

!!

+-f#OMU

血型的三项实验室检查中直接抗人球蛋白试

验阳性率偏低#是由于新生儿
+

或
-

抗原密度较低#导致被结

合的抗体很少)游离抗体试验与母体
!

J

P

进入胎儿体内的量

有关#如果进入的少#吸附到红细胞上#血浆中则无游离抗

体'

1

(

)而
%1[

热放散试验提取的是大量红细胞表面的已致敏

抗体#所用的红细胞比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多几百倍#将抗体

释放于盐水溶液中#再用已知的抗原检测盐水中相应的抗

体'

6

(

#抗体释放试验是最敏感的指标#对早期确诊
+-f#OMU

疑似病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

(

)患者溶血程度的分级也是通过

红细胞抗体释放试验的结果进行的'

0

(

)戴维等'

%

(报道用

Z)*[

超低温冰箱做冷冻复融放散试验#效果比
%1[

热放散

试验好#冷冻复融放散试验的原理主要是使红细胞破坏溶血#

从而使结合在红细胞膜上的抗体释放#红细胞需完全溶血#但

Z)*[

超低温冰箱不是每个常规试验室都配备#常规实验室

均配备有
Z'*[

低温冰箱#因此本研究选择
Z'*[

作为比较

对象)结果表明#

%1[

热放散试验的阳性率最高#此结论与罗

洪清等'

&*

(对韶关地区
&7'

例新生儿
+-f

溶血病血清学检测

结果分析相符#且
%1[

热放散试验的临床诊断符合率较
Z'*

[

冷冻复融放散试验高#但
Z)*[

超低温冷冻复融放散试验

与
Z'*[

冷冻复融放散试验的结论有区别#可能跟冷冻的温

度有关)因此#常规实验室的
Z'*[

低温冰箱不适宜做
Z'*

[

冷冻复融放散试验#也不能代替
%1[

热放散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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