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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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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

*1*

%和纤维蛋白原"

,->

%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选择
#&"E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为研究组!另选择同期无精神疾病和重大躯体疾病的健康体检者
%?

例为对照组&空腹采集两组研究对象的枸橼酸钠抗凝血浆!检测
*1*

和
,->

水平&结果
!

首发精神分裂症组血浆
*1*

水平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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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对照组"

D'$%(AD"$#%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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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血浆
,->

水平"

#$'#A

&$E@

%

O

'

X

显著低于对照组"

#$?DA&$'%

%

O

'

X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精神分裂症患者
*1*

水平的增高和
,->

水平

的降低与性别无关&结论
!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急性期可能存在高凝状态和继发性纤溶功能亢进&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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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精神障碍疾病中一类常见的慢性重性精神

病)该疾病极易复发#且对疾病的预后转归带来不好的结局#

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

"

(

)目前已成为新世纪全

世界公认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其他疾病不同#精神分裂症病因目前未完全阐明#至今还没有

确切的实验室检查作为该疾病的临床诊断依据)在精神分裂

症患者凝血机制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

#1D

(多集中于精

神分裂症药物治疗后出现肝脏损伤*血小板聚集*糖脂代谢综

合征以及高催乳素血症等多种不良反应#且多数不良反应患者

体内形成微小血凝块#从而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治疗后出现

高凝状态)在工作中#笔者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1

二聚体

$

*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为探讨精神分裂症疾病本身是否

存在促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机制#选择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为研究对象#排除精神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凝血机制的影

响#检测患者首次发病时
*1*

及纤维蛋白原$

,->

%的水平并进

行统计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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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A$A$A

!

入选标准
!

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符合医学

伦理学相关规定)年龄
"?

#

'&

岁#性别随机#两组性别*年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周内未服用任何药物&体格

检查良好#无心脑血管疾病#无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内分泌系统等重大躯体疾病#无外伤#女性无妊娠)

A$A$B

!

资料分组
!

患者组!符合/

R;*1"&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

类0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本院住院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其中男
E&

例#女
E(

例#平均$

(%$#%A"#$D#

%岁)对照组!健康志愿体检者
%?

人#

无精神病史及精神病家族史#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

('$@EA"&$?"

%岁)

A$B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X!W9D&&

血凝仪分析#分析试剂

均为原厂配套试剂)

A$C

!

方法

A$C$A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DIX

#采用

枸橼酸钠抗凝管抗凝)抽血后缓慢颠倒混匀
"&

次#

(&&&

J

"

I-H

离心处理
"%I-H

)标本无溶血#无凝块)

A$C$B

!

检验原理与方法
!

*1*

检测检测原理为免疫比浊法#

将枸橼酸钠抗凝的血浆样本#

(Dd

孵育一定时间后加入适量

的反应缓冲液稳定一段时间#加入胶乳试剂#乳胶颗粒上包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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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虞莹#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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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克隆抗体与血浆中的
*1*

结合#使乳胶颗粒凝集#凝集程

度与样本中
*1*

的浓度成正比#并通过测量
E&%HI

波长&由

于凝集引起的透射光的减少#即吸光度的增强对应
*1*

的定

标曲线#从而定量检测出待测血浆中
*1*

的水平)

,->

检测原

理为凝固法#加入过量的凝血酶#使稀释后血浆中的
,->

转化

为纤维蛋白)在高凝血酶和低
,->

浓度的情况下#反应速率的

反映的是
,->

浓度)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ZZ"D$&

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FAE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8

检验#以
!

#

&$&%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

和
,->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

*1

*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

水平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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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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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1*

和
,->

水平与对照组

!!!

比较#

FAE

$

组别
/ *1*

$

%

O

"

X

%

,->

$

O

"

X

%

患者组
?( #E&$E#A#E%$D? #$'#A&$E@

对照组
%? D'$%(AD"$#% #$?DA&$'%

8 E$@(" V#$D&(

! &$&&& &$&&?

B$B

!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性别
*1*

和
,->

水平的比

较
!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性别统计#比较不同性别
*1*

和
,->

水平的差异#女性
*1*

和
,->

水平均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同性别
*1*

和
,->

水平

!!!

比较#

FAE

$

性别
/ *1*

$

%

O

"

X

%

,->

$

O

"

X

%

男
E& #"($"&A#ED$"# #$%@A&$%"

女
E( #'%$?EA#EE$'? #$'EA&$ED

8 V&$@D'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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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脏中合成的血浆
,->

#是一种可以被凝血酶水解的蛋

白质#相对分子质量较大#且分子结构呈长纤维状#并有交叉#

轴长与宽之比为
"?p"

#很容易网罗细胞#导致血液中分子之

间的摩擦力增大)有临床研究发现
,->

水平增高#使血液流动

变差增加了血液黏度#从而加大了血栓性疾病的危险性'

?

(

)而

,->

在介导血浆黏度增加的同时#也可引起血小板的聚集加

强#使患者体内出现高凝状态'

@

(

)

在凝血过程中#凝血酶水解
,->

释放纤维蛋白肽$

,9

%#即

,9=

和
,9:

#形成可溶性纤维蛋白单体$

Z,+

%#

Z,+

的
J

链之

间通过
,

$

1

!

谷氨酰胺%

1

赖氨酸相互聚合#进而形成交联的纤

维蛋白$

,>

%)这种
J

链之间的共价交联是形成
**

的结构基

础)

,>

在溶解过程中#释放出
Y

*

c

*

*

*

S

等碎片#并形成
*1*

*

*1*

"

S

*

c1*

"

c1*

*

c1c

"

*1*

等复合物)这些碎片进一步降解

为最小的片段
*1*

和
*1*

"

S

复合物#

**

相对分子质量约
'#

["&

(

#体内半衰期超过
(L

#主要经肾脏排泄)

*1*

是凝血过

程中纤溶系统产生的交联
,>

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反映体内

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高特异性和敏感性的分子标志物'

"&

(

)

在生理状态下#机体内凝血与纤溶的相对稳定保证了
,>

生成

与消耗的动态平衡)当机体血管中出现活动性血栓或
,>

降

解增多时#凝血与纤溶的平衡被打破#凝血倾向增强#纤溶系统

激活#

,>

的降解产物增加时#血浆中
*1*

水平就随之升高)

高凝状态是血栓形成的病理基础)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

生活习惯不良#久坐*长期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有部分患者

入院时即有肝功能*血脂和血糖紊乱的现象#而这些不利因素

均可诱发患者体内出现高凝现象或血栓*微血栓的形成#使
*1

*

和
,->

水平的增高'

""1"(

(

)本实验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入院急性期
*1*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与
-̀H.8HK

等'

"E

(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可能精神分裂症疾病本身存在高凝状态)

而研究中另一组数据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

水平低于对照

组#这与朱娜等'

"%

(关于精神分裂症早期
,->

水平高于对照组

的研究结果不同)

精神分裂症患者当有血管病变时#体内
,->

的形成和降解

都增加#且两者升高先于血管病变的发生'

"'

(

)当早期体内存

在高凝状态或微小血栓形成时#患者尚未有明显不适症状或身

体异常)加之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病情的特殊性#在疾病过程

中可出现感知障碍*思维障碍*意志与行为障碍等临床表现'

"D

(

#

可能无法表达出自己的不适症状#从而延误病情)通过本次试

验#笔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初期#血中纤溶系统已被激

活)但是不同性别的患者无明显差异#这可能与标本量较少且

仅为横断面研究有关#今后将扩大标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

( 齐雪君#何燕玲
$

精神分裂症复发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

'

_

"

;*

(

$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

#

D

$

"@

%!

?@&?1

?@""$

'

#

( 徐继华#陈远平
$

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凝血指标检测分

析及临床意义'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E

#

@('$

'

(

( 张晨光#杨瑞兰#沈琪琳#等
$

氯氮平对女性分裂症患者血

清脂类和血小板的影响'

_

(

$

上海精神医学#

#&&E

#

"'

$

E

%!

#&(1#&%$

'

E

( 钟古华
$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女性首发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糖*脂代谢的影响'

_

(

$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

#

(E

$

'

%!

@#&1@##$

'

%

( 王厚亮#赵靖平#韩洪赢#等
$

五种常用二代抗精神病药物

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泌乳素的近期影响'

_

(

$

中国神经

精神疾病杂志#

#&"%

#

E"

$

D

%!

(?@1(@E$

'

'

(

=Q80GG/HZ

#

2q

OO

Z

#

SJ-fGG/H=;

#

8K50$RHe-KJ/8MM8.KG/M

5HK-

4

G

3

.L/K-.G/HL7I5H

4

05K808K5NL8G-/H5HN5

OO

J8

O

51

K-/H5HN

4

05GI5./5

O

705K-/H

'

_

(

$;0-H SQ

4

9L5JI5./0

9L

3

G-/0

#

#&&D

#

(E

$

?

%!

DD%1D?&$

'

D

(

WJ7.L<

#

2/NH805HNS

#

9J

3

I8R,

#

8K50$RHKLJ/I>-HGK-I1

705K8NL7I5H

4

05K808KG;-K50/

4

J5I

#

9J/I8KL5T-H8

#

<-G

4

8J-1

N/H8

#

5HNg-

4

J5G-N/H8

#

>7KH/K*-5T8

4

5I

#

I5

3

8Q8JKKL8-J

4

L5JI5./0/

O

-.50 8MM8.KG 50G/ KLJ/7

O

L -HK8J.505K-/H -H

I8I>J5H8

4

L/G

4

L/0-

4

-NG-H5J8.8

4

K/J1-HN8

4

8HN8HKI5H1

H8J

'

_

(

$_;L8I:-/0

#

#&&@

#

#

$

#

%!

?@1"&($

'

?

( 高捷#辛德梅#喻昌利#等
$

单纯性肥胖症血浆纤维蛋白原

及单体聚合功能变化对照研究'

_

(

$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

#

#(

$

(

%!

###1##($

'

@

( 赵艳会#段淑平
$

脂肪肝患者血脂与血液流变学关系的研

究'

_

(

$

河北医学#

#&"(

#

"@

$

#

%!

(&E1(&'$

$下转第
#%('

页%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力验证$

Sh=

%#通过开展此项研究#有效地保证了一个地区血

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可比性和准确性)

体育类生化检测实验室关于血细胞分析仪的比对研究尚

未见报道#而对体育类生化检测实验室而言#其样本来源和样

本性质具有特殊性#所有样本均来源于运动员#且以中值浓度

样本为主#难以获取高值和低值的血液样本#而准确的检测结

果和数据的可追溯性对正确评价和跟踪判断运动员的运动状

态和训练效果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采用不同的血细胞分

析仪进行检测以及新旧血细胞分析仪替换过程中#仪器间的比

对试验成为必须的环节和工作#如何完成体育类生化检测实验

室仪器的比对试验成为笔者关注的难点和重点)

S9=1%

提供

了精密度执行的评估方面的指导#推荐采用质控品进行分

析'

"D

(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采用连续监测
"

年中
'

个批次的正

常值质控和非正常值
#

质控的靶值建立数据#与随机选取的

E#

例新鲜血液样本检测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两台不同血细

胞分析仪的可比性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两台仪器测得所有检测项目的精密度

$

:XB

值在
&$@

#

%$&

范围内波动%均在
;XR=U??

规定的
"

"

E

允许误差的可接受范围内#各检测项目的差异百分率均符合

R;Z2

制定的标准#说明两台仪器测定结果的精密度高*重复

性好*准确性高)

E#

例新鲜血液标本在
#"#&

上测得的数据与

在
"#&

上测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检测项目结

果均呈显著性正相关#相关系数
7

值均大于
&$@D

#说明两台仪

器可比性良好#检测结果一致性程度高)提示该研究可以作为

不同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结果比对性方法的一种补充#对于以中

等浓度为主要样本来源的体育类生化检测实验室的仪器比对

具有可操作意义#由此保证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延

续性#为训练方案的制订*训练效果的及时*有效评定提供了可

靠的数据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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