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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变化的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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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前后红细胞沉降率"

TKV

$'

,

反应蛋白"

,VW

$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

"

K""

$的变化%方

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单侧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共
&'$

例作为受试对象!患者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检

测患者术前和术后
&

'

1

'

#

'

6

'

&$C

和
&

'

1

个月的
,VW

'

TKV

和
K""

水平%并回溯性分析术后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阻塞的患者与

术后恢复正常的患者在上述指标的区别%结果
!

,VW

术后急剧上升!并于第
1

天到达峰值后迅速消退!术后
&

个月即恢复至术

前水平#

TKV

术后持续上升直至到达峰值后缓慢下降!术后
1

个月可恢复至正常水平#

K""

术后急剧上升!于
1C

内到达峰值并

缓慢下降!术后
1

个月可恢复至术前水平%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患者!其
,VW

'

TKV

和
K""

水平在同一时间显著高于术后正常恢

复的患者!且术后
1

个月不能恢复至术前水平%结论
!

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动态监测患者
,VW

'

TKV

和
K""

水平可能有助于

提早发现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并发症%

关键词"髋关节置换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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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终末期股骨头坏死患者及关节炎患者选择

使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3

A2

835;=?;+?8

A

@=4;

H

#

OR"

%来替代坏

死或无法发挥功能的髋关节'

&

(

*尽管随着新型生物材料发展

以及更为细致的手术技术的提高#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术后并发

感染发生率已有所降低#但是目前术后并发感染仍然是影响人

工髋关节置换术成败的关键'

'

(

*而由于并发感染引起的下肢

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是髋关节置换术也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

发病原因主要为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所导致的#使得静

脉出现不同程度的堵塞#出现回流障碍'

1

(

*目前临床上确诊术

后并发感染主要是通过炎性症状)细菌培养及组织病理切片等

方法#等到确诊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处理起来

十分棘手*而下肢深静脉血栓症状出现往往相对滞后#且有相

当一部分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往往容易导致诊断滞后#后续

处理复杂且十分昂贵#为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心理和经济负

担*

,

反应蛋白$

,VW

%是一种敏感性很高的急性期生成的反

应蛋白#在机体受到炎性反应刺激时#由肝脏迅速生成的物质*

红细胞沉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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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V

%是指红

细胞在机体内下沉的速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用于简单

判断在大型手术后机体的恢复情况*近年来#血清淀粉样蛋白

$

K""

%被认为是更为敏感的和炎性反应范围的敏感指标'

$!*

(

*

本研究联合观察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
,VW

)

TKV

和
K""

的变

化规律#用于炎性反应和假体排斥反应的及早发现和及时

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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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单侧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共
&'$

例作为受试对象*其中外生性

股骨颈骨折
&$

例&退行性股骨头坏死终末期患者
1'

例&股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6

卷第
6

期
!

P5;RL=F0:C

!

"

A

?3@')&*

!

[8@(16

!

J8(6



头缺血性坏死患者共
6.

例*其中男
#6

例#女
*6

例#年龄
$%

"

6)

岁#平均$

*$(6_#(%

%岁*所有患者均为首次行全髋置换术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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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半髋"人工置换术$

=?;3B3E3=@

B:G8?=@!+:=C?:

A

@=E:G:5;

%*本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讨论

并同意开展*

@(A

!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

所有本研究中的受试对象均需同

时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其中纳入标准为!$

&

%术前
&$C

内未使用与手术目的无关的抗菌药物或抗凝血药物或相同目

的的物理干预手段&$

'

%患者年龄大于
6)

周岁&$

1

%患者或患者

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了解研究目的并同意配合完成实验&$

$

%

患者经过专业医生评估可以进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排除标

准为!$

&

%患者伴有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

'

%患者存在相关手

术禁忌证或医师判断不适合行髋关节置换术&$

1

%在手术前

&$C

使用过抗菌药物或抗凝药物治疗相关疾病&$

$

%患者有认

知)语言或智力障碍*

@(B

!

方法
!

患者通过连续硬膜外麻醉#由专业医生主刀#依据

髋关节置换术临床路径指南应用相关抗菌药物#术后常规使用

抗凝)抗感染药物*分别在手术前和手术后
&

)

1

)

#

)

6

)

&$C

)

&

个月和第
1

个月抽取血清测定
,VW

)

TKV

和
K""

*

,VW

采用

免疫散射比浊法进行测定#

TKV

使用魏氏改良法进行测定#

K""

通过乳胶增强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当患者出现患肢疼

痛麻木)肿胀变硬#并伴有明显的压痛后进行下肢深静脉彩色

超声多普勒检查#判定患者是否发生下肢静脉血栓栓塞*

@(C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KWKK&#()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均使用
:_8

表示*

,VW

)

TKV

和
K""

的术前和术后比较

使用配对样本
9

检验#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9

检验*以

;

$

)()#

表明两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

例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中#

&&6

例患者无显著并

发症或发现并发症后采取干预措施后恢复正常#术后髋关节功

能良好#占比
%$(1#M

&

6

例患者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堵塞#占比

#(*$M

*回溯分析发生下肢静脉堵塞的患者手术前后
,VW

)

TKV

和
K""

#并与未发生的患者的差异*

A(@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VW

的对比
!

由表
&

的结果可知#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在手术后第
&

天
,VW

水平迅速上升$超过

&)

倍%#并与术后第
1

天到达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对于术后

能正常恢复的患者#手术后
&

个月
,VW

水平回复至术前水平*

而对于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阻塞的患者#血清
,VW

水平

在术后
&

个月和
1

个月均显著高于手术前*且阻塞组在术后

,VW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同一时间的
,VW

水平*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W

的对比$

G

<

(

L

%

时间 正常组$

']&&6

% 阻塞组$

']6

%

术前
$($$_'(61 $('%_'(%6

术后
&C *$(1'_'1(&6

""

i

.%(&%_'6('#

''

术后
1C &1$($'_$1(&6

""

i

'$6(&._#&().

''

术后
#C #'('%_''(&%

""

i

&$'(&'_1&(&.

''

术后
6C $1('._'&().

""

i

.6(&*_&%(6$

''

术后
&$C &&(61_*(&%

""

i

$&(.6_&'(%1

''

术后
&

个月
#('&_1(&. '.(66_.(6$

''

术后
1

个月
1(6%_&('. &1('._1(&.

''

!!

""

!

;

$

)()&

#与正常组术前相比&

''

!

;

$

)()&

#与阻塞组术前相

比&

i

!

;

$

)()&

#与阻塞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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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KV

的对比
!

如表
'

的结果所示#在

手术后#两组患者的
TKV

水平均迅速上升#并与第
1

天到达平

台期#之后会缓慢上升至
&$C

到峰值#之后会缓慢下降*正常

组表明术后
&

个月和术后
1

个月
TKV

水平下降明显#术后
1

月
TKV

水平与术前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术后发生阻塞组
TKV

水平在术后
&

个月和
1

个月没有明显下降#且术后
1

个月
TKV

水平显著高于术前组*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TKV

的对比 $

GG

(

+

%

时间 正常组$

']&&6

% 阻塞组$

']6

%

术前
&1(.6_#(%' &$($6_*(.%

术后
&C '6($6_%(&6

""

i

1%(&6_&'(&%

''

术后
1C *#(&._'1('.

""

i

6%(&._'&(1*

''

术后
#C *%(&._1'(&6

""

i

.&(&6_1)(&6

''

术后
6C 6#(6'_')(&1

""

i

.6(16_'#(.1

''

术后
&$C $6(&6_&%('. 6$(&._&.(&%

术后
&

个月
1#(&%_&#('%

""

i

#1(&6_&*(&.

''

术后
1

个月
&#('._6($# #&(&6_&1('.

''

!!

""

!

;

$

)()&

#与正常组术前相比&

''

!

;

$

)()&

#与阻塞组术前相

比&

i

!

;

$

)()&

#与阻塞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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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K""

水平的对比
!

如表
1

结果所示#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

K""

迅速上升#并与第
1

天即达到高

峰#之后消退*正常组患者手术后
1

个月
K""

水平与治疗前

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出现阻塞组的患者在手术后
1

个月

K""

水平仍显著高于手术前水平*且正常组与阻塞组相比#

同一时间
K""

水平均有显著性差异*

表
1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K""

水平的对比$

G

<

(

L

%

时间 正常组$

']&&6

% 阻塞组$

']6

%

术前
1($6_'(16 1(%'_'(#6

术后
&C &*'(&6_6$('.

""

i

'$%('%_.6(&.

''

术后
1C '1$($'_%1()$

""

i

1$6(&._&)&().

''

术后
#C &#6(&%_.6(&%

""

i

'$6(&*_%%(6$

''

术后
6C .&(&._11(&%

""

i

&.6(&$_6)(.'

术后
&$C 1*(&%_&1(##

""

i

.&(.6_&$(%1

''

术后
&

个月
$(&&_'('#

""

i

'.(%6_*('$

''

术后
1

个月
1(6%_&('.

""

i

&#('._#(&.

''

!!

""

!

;

$

)()&

#与正常组术前相比&

''

!

;

$

)()&

#与阻塞组术前相

比&

i

!

;

$

)()&

#与阻塞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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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时终末期股骨头坏死或关节炎患者

恢复正常行动能力的最后手段#其临床上的应用需要高度重

视*由于生物材料被置入体内#必然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状态)

循环代谢以及由于手术过程中组织破坏导致的炎性反应等*

由于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多数年纪较大#一旦出现炎

性反应并发症#特别是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阻塞#其后果往往

是灾难性的*本研究中#通过回溯性分析发生新髋关节置换手

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阻塞的手术前后
,VW

)

TKV

和
K""

的变化与术后正常恢复的患者的区别#为临床及早判断阻塞的

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VW

在正常人体内含量极低#而当机体出现炎性反应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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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时#会迅速大量生成的一种非特异炎性反应标志物*

,VW

的生成与机体损伤)体内炎性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研究发

现
,VW

在手术后第
&

天即开始迅速升高$手术前
&)

倍以上%#

手术后第
1

天即达到高峰#术后
&

个月即恢复正常#与国内外

的研究结果一致'

6

(

*本研究中#患者术后未发现显著的细菌感

染等症状#

,VW

的大量生成可能与手术过程中造成的组织破

坏有关*同时试验后并发静脉阻塞的患者
,VW

水平显著高于

同一时间#提示在手术后
#C

#

,VW

仍维持高水平的患者可能

需要做进一步深入检查#确认患者有无发生深静脉血栓阻塞*

TKV

是指全血置于抗凝管静止以后#红细胞单位时间内

的沉降速度#其沉降速度主要与红细胞所处的血清环境相关#

主要与血浆蛋白相关*

TKV

是一种简单且廉价的实验室检查

手段#主要用于间接评价患者机体状态*有研究表明#

TKV

在

急性细菌性炎性反应)组织坏死或损伤等情况下#

TKV

水平会

上升*由于
TKV

受较多因素干扰#其测量价值主要与
,VW

联

合#评价机体炎性反应状态'

.

(

*本研究中#手术后
TKV

水平缓

慢升高#直至
6C

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术后
1

个月可恢复至

正常*而出现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阻塞的患者
TKV

水平始终

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综合考察
,VW

和
TKV

对于预测

患者术后并发症有着重要的意义*

K""

是阻止淀粉样蛋白
"

的前体#在恶性肿瘤)感染)移

植排斥中可以检测到*近年来#

K""

被用于检测急性期反

应'

%!&)

(

*在本研究中#

K""

在术后第
&

天急剧升高#第
1

天到

达峰值#之后缓慢消退#直至术后
1

个月恢复至术前水平*与

,VW

结果相比#

K""

的变化速度更快#到达峰值的时间也更

短#可能是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中比
,VW

更为敏感的指标*

在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阻塞的患者中#

K""

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恢复的患者#且在术后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可能

使得
K""

可以作为髋关节置换术后并发症的预测指标*

综上所述#髋关节置换术术后并发症后果严重#通过动态

监测患者
,VW

)

TKV

和
K""

水平可以有效评价患者的术后并

发症风险*更为细致的术后风险评估#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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