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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后凝血纤溶相关指标监测对预防诊断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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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髋关节置换术后监测
X8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对预防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意

义$方法
!

选取
!%"$

年
9

月至
!%"#

年
9

月在该院骨科行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
11

例!其中有下肢深静脉血栓者纳入观察组!无

下肢深静脉血栓者纳入对照组!术后均严密监测
X8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两组

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在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0%#

#&而
X8

二聚体水平在各时间点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M

'

%0%#

#$结论
!

髋关节置换术后监测
X8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对预防诊断下肢深静脉血

栓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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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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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价髋关节置换后监测
X8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及纤

维蛋白降解产物对预防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临床意义#笔者

选取了
!%"$

年
9

月至
!%"#

年
9

月在本院骨科接受髋关节置

换术的
11

例患者#以术后是否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为标准#将

患者分为两组#术后均严密监测
X8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及纤维

蛋白降解产物#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各临床指标状况#重点观察

可以提升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诊断效果的关键性方案#以期能

够成为髋关节置换患者接受系统性治疗的参考指标)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

年
9

月至
!%"#

年
9

月在本院骨科接受

诊治的行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
11

例#以是否诱发下肢深静脉

血栓为标准#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有下肢深静脉血栓%与对

照组$无下肢深静脉血栓%)其中#观察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7$

岁&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7#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0%#

%#具有

可比性)

@0A

!

方法
!

$

"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签订相关文件#同时给予腰

硬联合麻醉#术中严格把握止血操作和创口缝合操作#给予患

者引流管#引流量低于
#%FQ

即可拔除)$

!

%给予患者感染预

防方案#并补充足够的血容量)$

$

%术后第
"

天帮助患者等长

收缩股四头肌及小腿三头肌#并于术后第
!

天拔除引流管#指

导患者下床运动)$

9

%术后给予患者
#"%%)*

低分子肝素钙#

以皮下注射为主要给药手段)$

#

%采用彩超仔细查看患者下肢

深静脉血栓#直至血栓停止后#告知患者卧床休息#再给予
#

"%%)*

低分子肝素钙#每
"!

小时
"

次)

@0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N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

M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0@

!

两组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
!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纤维蛋白

原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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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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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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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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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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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

Ne?

(

?

)

Q

$

组别
)

入院第
"

天 术后第
"

天 术后第
7

天 术后第
"9

天

观察组
"# $0%!7e"0%1$ $0#"!e%01%" $0!1#e%09!" $0%!$e%0/$#

对照组
#" $0%%#e%0#$/ !0/"%e%079! $0$!7e%07!1 !0/9#e%0%#"

A0A

!

两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比较
!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纤

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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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

)

表
!

!!

两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比较#

Ne?

(

'

?

)

Q

$

组别
)

入院第
"

天 术后第
"

天 术后第
7

天 术后第
"9

天

观察组
"# /0$#1e70#19 .0$#7e$0%%$ 90#.7e"0/1$ 70#!"e"0/1$

对照组
#" 10/.1e#0#"/ 70#.7e90!%$ 107#/e"0!9$ #0.$7e!0%%$

A0B

!

两组
X8

二聚体水平比较
!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
X8

二聚体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M

'

%0%#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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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X8

二聚体水平比较#

Ne?

(

F

?

)

Q

$

组别
)

入院第
"

天 术后第
"

天 术后第
7

天 术后第
"9

天

观察组
"# %01/1e%0#!"

"

"0!#7e%0$"!

"

!09"!e%01%!

"

"01$!e%0#$$

"

对照组
#" %0!#1e%0%$/ %0"!1e%0"/1 %01/#e%0!7# %0#//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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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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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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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髋关节置换术属于骨科临床上十分多见的一种术式#下肢

深静脉血栓是其常见并发症之一#好发于患者围术期#发病率

非常高#同时具有隐蔽性特征#导致漏诊等情况时常发生'

"

(

)

静脉造影已成为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静脉造

影具有创伤性#因此无法在临床上普及&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虽然避免了对患者的创伤#但其检查结果表现出滞后性等问

题#诊断结果明确以后患者通常已经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症

状)因此#研究预测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关键性诊断方法尤其

重要)

X8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均属于血栓形

成时机体凝血系统出现变化的几种分子标志产物#能够对患者

体内凝血过程及纤溶过程的实际变化状况进行客观反映#因此

也属于血管溶解时的重要标准'

!

(

)一般而言#人体中的纤溶+

凝血及抗凝不仅处于动态变化中#同时还维持着平衡状态#一

旦某一方面出现变化#就会诱发病理状态#在纤溶及抗凝功能

均减弱+凝血功能提升的基础上#就可能形成血栓'

$

(

)

人体抗凝系统构成元素有
9

个部分#即纤溶酶原+纤溶酶

原激活物抑制物+纤溶酶+纤溶酶原激活剂)当纤维蛋白呈现

出凝结块状时#如果存在着血栓溶解剂#就会对纤溶酶原产生

激活作用#使之转变成纤溶酶#从而推动纤维蛋白不断溶解#而

纤溶酶通过对纤维蛋白的凝结块进行降解#即可出现可溶片

段#最终发展成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构成

元素包括
a

寡聚体+

X8

二聚体+片段
-

+中间片段
9

个部分#

a

寡聚体中也包含着
X8

二聚体'

9

(

)

X8

二聚体属于交联纤维蛋白降解后的一种特异性产物#同

时在血栓溶解与形成时是一种标志性产物#具有一定特异性)

当患者体内形成血栓以后#通常在半小时后就会自动开始溶

解#受到纤溶酶直接影响#其降解物一般是小片段多肽#且大小

呈现出不规则状#小片段多肽中最小的即为
X8

二聚体'

#

(

)因

此#如果患者体内存在
X8

二聚体#说明有血栓形成#而且血栓

已经开始溶解)同时#当
X8

二聚体水平升高#可说明继发性的

纤溶活性正在不断加强#即可将其视作纤溶亢进及高凝状态的

一种分子标志产物'

1

(

)

髋关节置换会使患者抗凝+凝血处于激活状态#术后一段

时间患者的
X8

二聚体都会呈现出阳性#所以无法对下肢深静

脉血栓进行准确诊断#一般用于术前下肢深静脉血栓高危患者

的临床筛查工作中'

7

(

)本研究发现#与术后未出现下肢深静脉

血栓的患者比较#术后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各时间点
X8

二聚体水平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M

'

%0%#

%)表明髋

关节置换术后患者
X8

二聚体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可将该结果

视作患者接受抗血栓+抗凝治疗时的重要指标#对于预防下肢

深静脉血栓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

者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水平在各时间点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0%#

%#在
X8

二聚体方面则表现出明显差

异$

M

'

%0%#

%)

综上所述#髋关节置换术后监测凝血纤溶相关指标#尤其

是
X8

二聚体对预防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具有一定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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