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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反复性流产患者的意义

李
!

倩!马春燕

"河南省开封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评估反复性流产"

R[4

%患者的血小板功能!并探讨同型半胱氨酸"

cE

I

%'叶酸与血小板平均体积"

+/3

%'血小

板分布宽度的相关性!评价以上指标在预测
R[4

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患者组选取开封市中心医院
R[4

组共
",

例!健康妊娠

组
0'

例!对照组选取健康育龄妇女
&'

例&检测项目为#外周血
cE

I

'叶酸'

/T:

'

+/3

'

/Zf

&结果
!

患者组与正常妊娠组及对

照组相比较!

/T:

'叶酸水平显著降低"

!

$

'$'!

%!

cE

I

'

/Zf

'血小板平均体积"

+/3

%水平均增高"

!

$

'$'&

%$正常妊娠组和对照

组相比较!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患者组血
cE

I

与
/T:

'叶酸呈负相关"

!

$

'$'&

%$正常妊娠组
cE

I

与叶

酸呈负相关"

!

$

'$'&

%!其他指标间无明显相关性"

!

%

'$'&

%&结论
!

cE

I

代谢异常及血小板参数改变及其相互作用可能与
R[4

有关!联合检测
cE

I

'叶酸及血小板参数等指标对
R[4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一定临床意义&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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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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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性流产$

R[4

&也称为习惯性流产#是指在妊娠
"'

周

之前#同一妇女连续发生
"

次或
"

次以上自然流产的现象#其

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生率为
!.

!

".

'目前已知
R[4

的发病

原因与染色体异常(子宫解剖异常(内分泌异常(自身免疫(感

染以及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近年来#有研究显示同型半胱氨

酸$

cE

I

&水平异常升高可影响胚胎发育#并可能引起先兆流

产(胎盘早剥等疾病的发生)

!9"

*

'因此#本课题组检测了
R[4

患者及正常妊娠妇女外周血
cE

I

(叶酸以及血小板参数#旨在

探讨上述指标的检测对于
R[4

患者的意义#为临床诊断和治

疗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开封市中

心医院就诊的经
2

超确定孕期为
-

!

(

周的产妇共
&''

例'其

中
",

例既往发生过
"

次或
"

次以上自然流产的患者为患者

组#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

岁%选取
0'

例无不良妊娠史

的孕妇为正常妊娠组#年龄
"&

!

0'

岁#中位年龄
",

岁%同时选

取健康育龄妇女
&'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

#

组妇女均须符合下列条件!既往健康#无其他妊娠合

并症或并发症#无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等能够引起检测

项目结果异常的疾病'

?$@

!

方法
!

所有入选者于清晨采集
"

管空腹静脉血#其中

VZ:49Q

"

抗凝管采集
"CT

#用于血常规检测%促凝管采集
#

CT

并分离血清#用于
cE

I

和叶酸检测'患者组和健康妊娠组

采血时间为孕
-

!

(

周#对照组采血时间为月经周期的第
!'

!

!0B

'血小板相关参数采用希森美康
SU"'''

全自动血液细

胞分析仪检测#试剂为其配套试剂%

cE

I

(叶酸采用罗氏
Y;J?7

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试剂均为其配套试剂'

?$A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统计结果采用
9_C

表示%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两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简单直线相关分析#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间
cE

I

(叶酸水平以及血小板参数的比较
!

与正常

妊娠组和对照组比较#患者组血小板计数$

/T:

&(叶酸水平降

低$

!

$

'$'!

&#

cE

I

(血小板分布宽度$

/Zf

&(血小板平均体积

$

+/3

&水平均增高$

!

$

'$'&

&'正常妊娠组各项指标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患者组
cE

I

(叶酸与血小板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R[4

患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NT?J+=B

!

+?HE@"'!-

!

3;D$#,

!

U;$&



者的
cE

I

水平与叶酸(

/T:

水平呈负相关$

>

分别为
P'$0!&

(

P'$"('

#

!

$

'$'&

&#叶酸与
/T:

呈正相关$

>\'$#('

#

!

$

'$'&

&#其他指标间无明显相关性$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
cE

I

'叶酸水平比较#

9_C

$

分组
- cE

I

$

C;D

"

T

& 叶酸$

8

*

"

CT

&

/T: +/3 /Zf

患者组
",

!#$&0_0$#"

"

-$'"_#$-&

"

!(&$"#_%&$#,

"

!'$,%_"$'-

"

!&$%&_"$#"

"

正常妊娠组
0' ,$%0_"$&! !!$,&_0$-' "!#$'&_-"$&( ($&"_!$,# !#$&%_"$'0

对照组
&' ,$"&_!$-' !#$'0_#$%' "!($,'_-&$%& ($'#_!$&! !"$--_!$(,

!!

注!与正常妊娠组及对照组比较#

"

!

$

'$'&

'

表
"

!!

患者组
cE

I

'叶酸与血小板参数的相关性

!!!

系数
>

及
!

值

检测项目
cE

I

> !

叶酸

> !

叶酸
P'$0!&

'$''%

"

!$''' P

/T: P'$"('

'$'"-

"

'$#('

'$''"

"

+/3 '$!"( '$0!! P'$!!" '$0-&

/Zf '$!#- '$#-( P'$'!0 '$(#'

!!

注!

"

!

$

'$'&

%

P

表示无数据'

A

!

讨
!!

论

R[4

病因复杂#包括遗传学异常(解剖学异常(内分泌功

能异常(免疫功能异常(凝血功能异常(感染因素(环境因素(心

理因素等'近年许多学者在遗传性血栓形成倾向的危险因素

筛查时发现#

'

因子(凝血酶原和
+:c1R

基因多态性与
R[4

发生密切相关)

,9(

*

'国外研究也证实血小板与
R[4

的发生有

密切关系#与对照组相比#

R[4

患者的血小板聚集率明显增

加#

/Zf

逐 渐 增 加)

!'

*

'

/Zf

可 能 发 展 为
R[4

的 预 测

标志物'

cE

I

是甲硫氨酸代谢的中间产物#即
"9

氨基
909

巯基丁酸'

cE

I

在体内经过蛋氨酸脱甲基化形成#通过转硫途径和再甲基

化途径代谢'以往关于高
cE

I

血症的研究多集中在脑血管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冠心病等方面#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cE

I

和叶酸在
R[4

患者血浆水平中也存在异常)

#90

*

'有学者

发现
!

cE

I

血症患者胎盘存在血管缺陷#有明显的绒毛及蜕

膜血管化不良'

cE

I

代谢途径需要由维生素
2

!"

和叶酸作为

辅因子#

&9

甲基四氢叶酸提供甲基'叶酸是
cE

I

代谢过程中

必需的辅助因子#其缺乏可以引起
cE

I

的代谢和排出异常#使

血液中
cE

I

浓度升高#引起高
cE

I

血症)

-

*

'高浓度
cE

I

具有

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血管平滑肌增生(影响脂质代谢(破坏

机体凝血和纤溶系统平衡(影响甲基化反应(影响细胞发育分

化功能等多种作用)

&9%

*

'

+:c1R

是
cE

I

代谢和叶酸代谢的

关键酶之一#

Y%--:

是
+:c1R

基因最常见的错义突变#能引

起叶酸水平降低和高
cE

I

血症#进而导致流产的发生'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妊娠组和对照组相比较#患者组

/T:

(叶酸显著降低#

cE

I

(

RZf

(

+/3

水平均增高'患者组血

cE

I

与
/T:

(叶酸呈负相关#正常妊娠组
cE

I

与叶酸呈负相

关'这也证明了
cE

I

代谢异常及血小板参数改变及其相互作

用可能与
R[4

有关#联合检测
cE

I

(叶酸及血小板参数等指标

对
R[4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一定价值'如进一步根据患者

叶酸代谢的情况给予叶酸进行治疗有利于减少妊娠并发症和

改善妊娠结局'鉴于本研究中患者例数有限#统计结果可能存

在一定的缺陷#其他指标间的分析表明无明显相关性'在后续

的实验中#会进一步加大样本例数并深入研究不同孕期和叶酸

的治疗效果#探讨
cE

I

和血小板之间的作用机制#增加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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