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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肺血栓栓塞患者
Z:

二聚体测定的临床应用

姜凤全(

!曹盛吉(

#

!王峻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检验科&

+-

病理科!辽宁大连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使用
&99<J?9=AZ:Z70A@

试剂盒检测的
Z:

二聚体水平与肺血栓栓塞症"

b'Q

#的相关性!为临床排除(诊

断和治疗提供辅助依据$方法
!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bQ

患者
,5

例!其他肺部疾病"肺炎(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
(5;

例以及体检健康人
,*

例!检测血浆
Z:

二聚体水平!分析其与肺血栓栓塞症的相关性$结果
!

,5

例
b'Q

患者血浆

Z:

二聚体水平为"

)*33g+**5

#

#

L

%

1

纤维蛋白原等量单位"

!Q/

#!其
Z:

二聚体水平阳性率为
(**-*4

"

,5

%

,5

#$

(5;

例其他肺部

疾病患者血浆
Z:

二聚体水平为"

,..g.,;

#

#

L

%

1

!其
Z:

二聚体水平阳性率为
)2-34

"

3)

%

(5;

#$

,*

例健康人血浆
Z:

二聚体水平为

"

+2*g()*

#

#

L

%

1

!其
Z:

二聚体水平阳性率为
(-34

"

(

%

,*

#$

,5

例肺血栓栓塞患者血浆中
Z:

二聚体水平分别明显高于其他肺部疾

病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5

例肺血栓栓塞症患者治疗后血浆
Z:

二聚体水平为"

355g.;)

#

#

L

%

1

!其
Z:

二聚

体水平阳性率为
.+-24

"

),

%

,5

#!有效溶栓治疗后血浆
Z:

二聚体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浆
Z:

二聚体

水平的检测对于临床肺血栓栓塞症有着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肺血栓栓塞症患者在得到有效的溶栓治疗后!血浆
Z:

二聚体水平

下降$

关键词"

Z:

二聚体&

!

肺血栓栓塞&

!

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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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
3'

交联后形成的

交联纤维蛋白#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

物#是一个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记物'健康人体内的
Z:

二聚

体水平甚微#检测血浆
Z:

二聚体水平有助于辅助诊断血栓性

疾病#尤其是对肺血栓栓塞症$

b'Q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监测#

预后判断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

)

'

bQ

是由栓子阻塞肺动脉而

引发的严重并发症#

224

的栓子是由静脉或右心系统形成#

b'Q

是
bQ

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发病率高#是临床常见病'目

前
Z:

二聚体的检测在诊断
b'Q

和深部静脉血栓$

Z#'

%方面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

'本文研究血浆
Z:

二聚体检测在
bQ

的排除*诊断和溶栓治疗过程中的临床价值'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病例为
+*(+

年
(

月至
+*(+

年
2

月
)*

日大

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有完整资料的
b'Q

患者
,5

例$

b'Q

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2

$

5;

岁#平均$

,;-

2g((-5

%岁'病例均经过心电图*

T

线胸片*计算机断层摄影

术*放射性核素肺通气
:

灌注扫描*动脉血气分析并结合临床病

史*症状和体征确诊'所有确诊为
b'Q

的患者其诊断符合中

华医学会
+**2

年.临床诊疗指南/的诊断标准(

)

)

'其他呼吸系

统疾病$这里只包含肺炎#支气管肺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的患者$其他肺部疾病组%

(5;

例#其中男
23

例#女
53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5g(,-+

%岁'对照组为体检的健康人
,*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平均$

,(-2g((-,

%

岁'

D-E

!

方法
!

患者入院后于应用抗凝或溶栓药物之前采集静脉

血
(-501

置于含有
(*200<F

"

1

枸橼酸钠
*-+01

的抗凝管

中#将血液与抗凝剂充分混匀#以
)***@

"

079

离心
(*079

后

留取血浆#测定血浆
Z:

二聚体水平'所有标本均在送检后立

即离心检测'

Z:

二聚体定量检测采用希森美康
UO:+***7

血凝

分析系统及配套试剂
&99<J?9=AZ:Z70A@

试剂盒#方法为免疫

比浊法#参考值小于
..*

#

L

"

1

#结果不低于
..*

判断为阳性'

实验的所有操作过程均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说明书的要求

进行'

D-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bOO()-*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
Jg7

表示#采用成组
!

检验#

Z:

二聚体阳性率采用百分比的

形式记录#统计运用
(

+ 检验#均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

!

结
!!

果

b'Q

组与其他肺部疾病组及健康对照组比较#

b'Q

组血

浆
Z:

二聚体水平为$

)*33g+**5

%

#

L

"

1

#其他肺部疾病组为

$

,..g.,;

%

#

L

"

1

#对照组为$

+2*g()*

%

#

L

"

1

#见表
(

'以
Z:

二

聚体不低于
..*

#

L

"

1

判定为阳性#

)

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b'Q

组与其他肺部疾病组和对照组血浆

!!!

Z:

二聚体水平及阳性率比较

组别
& Z:

二聚体$

#

L

"

1

% 阳性率(

&

$

4

%)

b'Q

组
,5 )*33g+**5 ,5

$

(**-*

%

其他肺部疾病组
(5; ,..g.,; 3)

$

)2-3

%

对照组
,* +2*g()* (

$

(-3

%

b'Q

患者在溶栓治疗前和治疗后血浆
Z:

二聚体定量测定

结果比较#治疗前血浆中的
Z:

二聚体水平为$

)*33g+**5

%

#

L

"

1

#治疗后血浆
Z:

二聚体水平的检测结果为$

355g.;)

%

#

L

"

1

#见表
+

'

表
+

!!

b'Q

组溶栓治疗前后血浆
Z:

二聚体水平及阳性率

b'Q

组
& Z:

二聚体$

#

L

"

1

% 阳性例数(

&

$

4

%)

治疗前
,5 )*33g+**5 ,5

$

(**-*

%

治疗后
,5

!

355g.;)

"

),

$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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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前比较'

F

!

讨
!!

论

bQ

是由外源性或内源性的栓子阻塞肺动脉引起的肺局部

循环障碍的一组病理生理综合征'其中
b'Q

与深部静脉血栓

+

2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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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同属于静脉血栓栓塞$

#'Q

%#不仅是临床常见的血栓

性疾病#也是临床常见的急症之一'如果没有及时诊断和救

治#常可导致患者死亡(

.

)

'但快速准确的诊断可以为疾病的及

时治疗争取时间#而且经过有效治疗的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

b'Q

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老年患者的发病率

可比年轻患者增加近
+**

倍(

,

)

'本实验为了消除年龄对疾病

和血浆
Z:

二聚体水平的影响#选取的
b'Q

组*其他肺部疾病

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基本一致'由于
bQ

尤其是急性
bQ

的

发病率*病死率及误诊率都比较高#国外资料显示仅有
((4

$

+.4

的急性
bQ

患者在生前得到确诊(

3

)

'因此#早期排查和诊

断
bQ

显得至关重要(

5

)

'

Z:

二聚体在这方面相对于其他辅助

诊断拥有很大的优势'本文显示
b'Q

组血浆
Z:

二聚体水平

为$

)*33g+**5

%

#

L

"

1

#明显高于其他肺部疾病组$

,..g.,;

%

#

L

"

1

和对照组$

+2*g()*

%

#

L

"

1

#大于
..*

#

L

"

1

为
(**4

#敏

感度为
(**4

'如果血浆中
Z:

二聚体水平小于
..*

#

L

"

1

#可

排除
b'Q

的诊断'国内最新研究表明#临床上出现呼吸困难*

胸痛*咳嗽*咯血*心悸*晕厥等症状并且有易患因素的患者#可

以首先测定血浆
Z:

二聚体水平做筛选试验'

本实验其他肺部疾病组如肺炎*支气管肺炎*慢性阻塞性

肺炎等常见的呼吸系统良性疾病#由于反复的感染*缺氧*二氧

化碳潴留等因素影响#导致肺组织损伤#凝血功能出现异常(

2

)

#

患者血浆中
Z:

二聚体水平也有所升高#这与
Z:

二聚体的生成

机制有关'因为
Z:

二聚体特异性反应的不是某种具体疾病的

表现#而是有关于凝血纤溶疾病的共同病理特点#只要病理上

的凝血状态和纤溶程度相同#即使疾病是不同的#这类患者的

血浆
Z:

二聚体水平也会有相似的水平(

(*

)

'这种结果也与新一

代的
&99<J?9=AZ:Z70A@

试剂盒有关#该试剂更容易产生较高

的阳性率(

((

)

'临床在实际使用新的检验结果时并没有很好的

了解该试剂的检测性能#这使以前单纯看参考值和阳性率的判

断方法已经不能够适应新一代
&99<J?9=AZ:Z70A@

试剂对
Z:

二聚体的临床检测'因此#对于
&99<J?9=AZ:Z70A@

试剂盒的

特点#有关文献指出临床不应过分注重阳性率#而是关注
Z:

二

聚体的升高幅度'因此从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到
b'Q

的血浆

Z:

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肺部疾病组#符合临床预期#同时

其他肺部疾病组血浆
Z:

二聚体水平也高于对照组#这也印证

了上文提到的肺部炎症性疾病#只要能引起
Z:

二聚体产生#血

浆中
Z:

二聚体就会升高'

Z:

二聚体在肺部疾病中升高并没有

b'Q

的升高幅度大#因此#临床上检测
Z:

二聚体#可初步判断

是由炎症引起的还是由血栓溶解引起的'

Z:

二聚体是一种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记物#其在血浆中的

水平增高说明体内存在高凝状态或继发性纤溶亢进过程'

Z:

二聚体是观察纤溶效果最有价值的指标(

(+

)

'本文研究可以看

出#确诊的
,5

例
b'Q

患者#其治疗前血浆中的
Z:

二聚体水平

为$

)*33g+**5

%

#

L

"

1

#明显高于参考值$

..*

#

L

"

1

%#而在经

过有效的溶栓治疗后#其
Z:

二聚体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治

疗后血浆
Z:

二聚体水平的检测结果为$

355g.;)

%

#

L

"

1

#比治

疗前有明显下降'由于血浆
Z:

二聚体的稳定性好#其测定对

血栓性疾病的敏感度高#对溶栓治疗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和意

义(

()

)

'

诊断
bQ

的金标准是肺血管造影#但由于其具有侵袭性#

许多急性发病的患者身体状态不能耐受检查#造影的诊断需要

医师的经验和操作技术#不是所有的医疗单位都具备开展的条

件'肺通气
:

灌注核素扫描显像是新兴的一种检查#其结果正

常的患者基本可以排除
b'Q

#但对于高度怀疑为
b'Q

的患

者#临床上还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诊#而计算机断层摄影术*

T

线

胸片*下肢静脉核素扫描等方法的敏感性则远不及
Z:

二聚

体(

(.

)

'血浆
Z:

二聚体检测相对于以上检查手段具有简便*快

速*低成本等优点#适合于设备薄弱的基层医疗机构'因其具

有非侵入性#适合于急诊#容易做到对患者治疗的随时监测#并

且对血栓性疾病有很高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使其对急性

bQ

有很高的初筛价值和排除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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