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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
Z9

二聚体检测通常是诊断体内血栓栓塞性疾病的

特异标志物#是继发性纤溶的特异性标志#临床上血浆
Z9

二聚

体水平升高常见于深静脉血栓形成$

Z3:

&(肺栓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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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肌梗死(脑梗死等血栓栓塞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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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肿瘤#

Z)Y

#外

伤#社区获得性肺炎#肾移植#主动脉夹层#白血病#溶栓治疗)

#

*

等其他多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评估中都有着广泛的积极应用'

本实验研究发现在用胶乳免疫比浊法检测患者
Z9

二聚体水平

时#随着患者在血液采集时使用的标本类型不同#检测结果间

出现较大的差异#可直接导致临床医生在给患者进行诊断和治

疗评估时带来误差'为使
Z9

二聚体检测项目能准确地应用于

临床#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服务于临床#本实验对其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总结'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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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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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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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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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于本院进行

诊断和治疗的
&#

例临床患者#分别检测其血浆与血清标本中

Z9

二聚体水平#避免使用临床上正在接受溶栓治疗的病例样

本'血浆标本检测用固态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VZ:4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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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凝#即临床血常规检测常用的抗凝试管#血清标本检测用促凝

管或普通试管采集血样'两类标本均为同一时间采集#以减少

差异的可能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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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法国思塔高
[>?

*

;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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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

血凝仪及原装配套试剂和质控品#仪器每天常规保养运转良

好#每日检测高低两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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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质控均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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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血浆和血清标本采集后#以
#'''H

"

C68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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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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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严格按标准操作程序$

[O/

文件&上机测定#检测方

法为胶乳免疫比浊法#分别记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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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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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非正态分布数据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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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秩和检验#各组

结果以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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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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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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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相关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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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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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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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检测结果
!

血浆标本组检测结果从

低值到高值整体高于血清标本组#经统计分析两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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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检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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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与血清两组样本中的
Z9

二聚体水平相关性与回归

分析
!

以血浆标本检测值为自变量
1

#血清标本检测值为应变

量
;

#二者回归方程为
;\'$,',!^'$''0(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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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呈正相关#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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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两组结果变化一致#血浆与

血清标本均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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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检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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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与血清标本中
Z9

二聚体检测结果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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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9

二聚体的形成是继发性纤溶的标志#是原发性纤溶和继

发性纤溶的重要区别'

Z9

二聚体在体内的检出#表明体内发生

了的凝血和纤溶'人体内纤维蛋白原经凝血酶的作用#首先转

变为纤维蛋白单体#纤维蛋白单体聚合成可溶性的纤维蛋白二

聚体(三聚体(寡聚体(多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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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纤维蛋白寡聚体以非共

价键结合#能溶于尿素或氯醋酸中#又称为可溶性纤维蛋白单

体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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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成后#可促使凝血酶对因子
1(

的

激活#在
1(

?

与钙离子的参与下#相邻的纤维蛋白单体聚合

物发生快速共价交联#形成不溶的稳定的纤维蛋白凝块#起到

止凝血的作用)

&9%

*

'凝血形成的同时#机体为防止血栓的过度

扩大#纤溶系统激活#血栓经纤溶酶的作用#纤维蛋白降解成各

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其中最小的片段为
Z9

二聚体#相对分子

质量约为
%"n!'

#

#在体内半衰期约
%@

#主要经肾脏排泄与网

状内皮系统破坏#是反映体内血栓形成与溶栓活性最重要的实

验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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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9

二聚体对血栓性疾病的诊断敏感性很高#特异性较低#

但其阴性预测值对疾病的排除具有很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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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对

Z3: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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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阴性预

测值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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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Z9

二聚体检测结果为正常时#基本可排

除
Z3:

和
/V

#无需再做进一步的影像学和有创性检查'

从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血浆标本的
Z9

二聚检测值体高

于血清#血浆中
Z9

二聚体检测值可能涵盖了血栓前体蛋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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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的
[1+

寡聚体'因此#相对于血清标本而言#血浆标本

可能更早更敏感地反映出机体的高凝状况#对疾病的早期诊断

方面优于血清标本'但在溶栓治疗方面#需要观察的是凝固后

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血清标本可以避免血液早期生成的

[1+

寡聚体的影响#此时用血清标本做
Z9

二聚体检测更能准

确地反映出血栓溶解的效果'

检测枸橼酸盐抗凝血浆和血清标本
Z9

二聚体#通过
#

种

标本处理方法$标本采集后立即离心检测血浆和血清(采集后

标本
0m

放置
"0@

再进行离心检测(标本离心后的血清与血

浆在
0m

放置
"0@

再进行测试&#结果显示两类标本检测值在

#

种处置方法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相关性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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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实验

所用血浆标本为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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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排除了枸橼酸盐抗凝血

液标本时的稀释因素对标本中
Z9

二聚体检测的影响#此是本

实验所得结论与其报道有差别的原因所在'

血浆内
Z9

二聚体高于血清的原因可能在于!厂家生产的

胶乳包被的
Z9

二聚体抗体试剂特异性不够强#在用胶乳免疫

比浊法测
Z9

二聚体时#检测试剂可能也与血浆中的含有
Z9

二

聚体结构的
[1+

寡聚体#发生了交叉反应'而血清标本在体

外试管中发生了血液的重新凝固#血液中的
[1+

寡聚体随血

液在试管中的充分凝固而可能重新聚合成不溶性的纤维蛋白#

这些包含有
Z9

二聚体结构的物质在血清标本中因凝固而消耗

消失#以致用血清样本检测
Z9

二聚体时只有单纯的
Z9

二聚体

被测到#结果低于血浆'

人体在病理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类型的
Z9

二聚体#其检测

方法也很多#经常使用的有乳胶凝集法(酶联免疫吸附法(荧光

抗体检测法(免疫金标法#目前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并且不

同的检测试剂和方法只能检测某种类型的
Z9

二聚体#而不是

所有的含
Z9

二聚体的片段#因此各类试剂在对标本进行测定

时#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也存着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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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兵等)

!!

*报道目前对
Z9

二聚体的检测#实质上是对混

合有
Z9

二聚体的纤维蛋白片段进行测定'免疫比浊法检测
Z9

二聚体时#单克隆抗体不仅特异地识别了
Z9

二聚体的抗原决

定簇#还和高分子量的交联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有交叉反应)

!"

*

'

所以#对临床上
Z9

二聚体的检测#商品试剂盒
Z9

二聚体片段检

测的特异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以便能更准确地反映溶栓治

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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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值也称为警告值#是指危及生命的检验结果#如果不

给予及时治疗#患者将处于危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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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个医院根据

具体情况#已经普遍建立了危急值制度'本文希望通过对本院

检验科生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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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的危急值数据进行回顾分析#查漏

补缺#进一步完善危急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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