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肾功能损伤程度的加深#

(

L

9(

检测阳性率明显上升$

!

$

#&#'

&)这表明血清
(

L

9(

水平可反映出肾功能损伤的程度)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血清
(

L

9(

*

+D

L

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各项

单独检测#这表明两者联合检测有利于提高高血压早期肾病的

准确率)

综上所述#血清
+D

L

和
(

L

9(

水平与高血压患者肾脏损伤

程度有关#两者联合检测有利于提高高血压早期肾病的检出

率#可指导临床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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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孕晚期凝血及纤溶相关指标检测对低危产妇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分析

梁
!

瑾!王婧婧!赵
!

晨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河南洛阳
5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孕晚期凝血及纤溶相关指标检测对低危产妇产后出血的预测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院待产的单胎初产产妇
"'##

例!按照产后出血量分为正常产妇'轻度出血产妇和重度出血产妇
%

组!检测
%

组血

红蛋白"

+J

%'血小板"

X,;

%'纤维蛋白"

bJ

M

%和
S.

二聚体"

S.S

%水平!分析其与产后出血的相关性&结果
!

产后出血产妇和正常

产妇
bJ

M

'

S.S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轻度出血孕产妇和严重出血孕产妇
+J

'

X,;

'

bJ

M

'

S.S

水平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孕晚期
+J

'

X,;

'

bJ

M

'

S.S

水平检测对预测低危产妇产后出血及严重程度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当

孕晚期待产妇血浆
bJ

M

水平偏低且伴有
S.S

水平升高时应预防产后出血&

关键词"孕晚期$

!

凝血及纤溶相关指标$

!

低危产妇产后出血$

!

预测价值分析

!"#

!

"#&%616

"

7

&899:&"10%.5"%#&$#"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0%.5"%#

"

$#"0

%

$".%#$6.#%

!!

分娩期严重的并发症是产后出血#其发生率在
'g

左右#

其中部分产妇需要输血治疗#部分产妇甚至需要切除子宫才能

保住性命)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年死亡的产妇中有
$'g

是

因产后出血造成的'

"

(

)目前#有研究报道半数以上的产后出血

现象无统一的高度危险因素#导致产后出血的不可预知性'

$

(

)

有少量研究发现#若产妇临产前纤维蛋白原$

bJ

M

&和
S.

二聚体

$

S.S

&水平发生相关变化#则产妇有一定概率发生产后出血现

象#且其出血严重程度也与
bJ

M

和
S.S

水平相关'

%.5

(

)本研究

探讨孕晚期血红蛋白$

+J

&*血小板$

X,;

&*

bJ

M

和
S.S

检测对

低危产妇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旨在为临床提供参考)现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院待产的

单胎初产产妇
"'##

例#按照产后出血量分为正常产妇组

$

"51%

例#出血量小于
'##I,

&和产后出血产妇组$

%0

例#出血

量大于
'##I,

&#按出血严重程度将产后出血产妇组又进一步

分为轻度出血产妇组$

$1

例#出血量在
'##

!

"###I,

&和重度

出血产妇组$

""

例#出血量在
"###I,

以上&)正常产妇组!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T<F=AIJ=A$#"0

!

*<@&%U

!

T<&$"



平均孕周$

$$&%Y#&$

&周#年龄
$"

!

%5

岁#平均$

$0&%Y#&6

&

岁#体质量
'$&#

!

1U&#N

M

#平均$

'6&%Y"&$

&

N

M

%新生儿体质量

$6"U&#

!

5%"U&#

M

#平均$

%1"5&#Y'%&5

&

M

%顺产
"$U6

例#剖

宫产
"05

例)轻度出血产妇组!平均孕周$

$$&5Y#&$

&周#年龄

$$

!

%%

岁#平均$

$U&0Y#&U

&岁#体质量
'"&#

!

1U&#N

M

#平均

$

'6&0Y"&5

&

N

M

%新生儿体质量
$01U&#

!

5%#6&#

M

#平均

$

%1#5&#Y'"&5

&

M

%顺产
"6

例#剖宫产
0

例)重度出血产妇

组!平均孕周$

$$&5Y#&%

&周#年龄
$"

!

%5

岁#平均年龄

$

$U&%Y#&6

&岁#体质量
'"&#

!

16&#N

M

#平均$

'U&%Y"&%

&

N

M

%

新生儿体质量
$0"U&#

!

5""#&#

M

#平均$

%'%5&#Y56&5

&

M

%顺

产
5

例#剖宫产
0

例)纳入标准'

'

(

!孕周为
%$

!

%%

周的单胎初

产待产妇#年龄
$#

!

%'

岁%妊娠期间产妇身体及胎儿均正常#

无其他合并症及妊娠期综合征%近期未服用过抗凝或促进血凝

药物者%配合采血及回访者)排除标准'

'

(

!有出血倾向者%精神

异常者%合并其他脏器感染或衰竭者)所有研究对象或其家属

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各组年龄*孕周*产妇体质量*

新生儿体质量和分娩方式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A&B

!

检测方法
!

采用血凝专用真空无菌采血管#取静脉血
%

I,

#

%###A

"

I8:

离心
'I8:

)

bJ

M

及
S.S

采用日本
3

L

9I=>

(-1###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进行检测#

X,;

计数

及
+J

采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测定#所有标本均在采血后
$C

内完成检测)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3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K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校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结
!!

果

B&A

!

产后出血产妇组*正常产妇组血液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产后出血产妇组
+J

*

X,;

水平与正常产妇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产后出血产妇组
bJ

M

*

S.S

水平与正常产

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产后出血产妇组%正常产妇组血液

!!!

指标检测结果#

KY@

$

组别
*

+J

$

M

"

,

&

X,;

$

"̀#

6

&

bJ

M

$

M

"

,

&

S.S

$

M

"

,

&

产后出血产妇
%0 ""U&0Y6&% "6#&0Y5$&6 5&'Y#&6 "&6Y"&$

正常产妇
"51% ""1&5Y6&U "6U&"Y56&' 5&UY#&0 "&$Y"&#

: "&51U% "&#%$# $&#"$% %&'"0'

! #&#0'" #&"'5% #&#$'U #&###1

表
$

!!

轻度出血产妇组%重度出血产妇组

!!!

血液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KY@

$

组别
*

+J

$

M

"

,

&

X,;

$

"̀#

6

&

bJ

M

$

M

"

,

&

S.S

$

M

"

,

&

轻度出血产妇
$1 "$#&%Y6&$ "60&1Y5%&0 '&#Y#&1 "&1Y#&U

严重出血产妇
"" ""$&6Y0&6 "0"&0Y%6&" 5&$Y"&% $&1Y"&0

: $&501' "&000# "&6'5U "&U1''

! #&#"#6 #&#5'# #&#%U$ #&#55'

B&B

!

轻度出血产妇组*重度出血产妇组血液指标检测结果比

较
!

轻度出血产妇组
+J

*

X,;

*

bJ

M

*

S.S

水平与严重出血产

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C

!

讨
!!

论

!!

待产妇在分娩时或者产后均有可能出现大出血#其可危及

产妇及胎儿性命#有时不得不切除子宫以保住产妇性命'

1

(

)但

是#切除子宫对患者以后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会产生一定程

度的影响#其家庭幸福指数亦会随之下降'

0

(

)相关研究显示#

产后出血现象与胎盘因素*宫缩乏力*凝血功能障碍和软产道

裂伤等一系列原因有关#以阴道流血*休克*继发性贫血等为主

要临床表现#病情严重时可以诱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U

(

)伴随

着选择或者被迫选择剖宫产分娩的产妇越来越多#其产后的出

血发病率亦随之升高'

6

(

)因此#对于剖宫产分娩的产妇#检测

凝血及纤溶指标预测产后出血风险是完全有必要的'

"#

(

)

S.S

是一种特异性的分子标志物#由交联的纤溶酶水解纤

维蛋白产生#是反映机体内高凝状态*纤溶活性的重要指

标'

""

(

)在晚期妊娠时#体内血液会出现一种高凝状态#纤溶活

性的代谢呈增高上升趋势)血液在高凝状态时#机体亦被刺激

释放因子#刺激活血凝血的功能亢进#而凝血功能的异常亦是

产后出血的主要因素)

bJ

M

与凝血酶的活性有着密切关联#有

研究报道称正常待产孕妇
bJ

M

水平会有所增高#提示机体正

在处于一种高凝状态#有利于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风险)因

此#孕晚期待产妇不能参照正常
bJ

M

参考值$

$

!

5

M

"

,

&#需要

高于
5

M

"

,

)本研究中正常产妇
bJ

M

水平为$

5&UY#&0

&

M

"

,

#

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

(

)

X,;

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决定

机体的止*凝血功能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其

水平的下降与产后的出血有着极大的关联'

"%."5

(

)本研究发现

严重出血产妇
X,;

计数低于正常产妇#但并未发现两者的明

显关联性)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出血产妇组
+J

*

X,;

水平与正常产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产后

出血产妇组
bJ

M

*

S.S

水平与正常产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轻度出血产妇组
+J

*

X,;

*

bJ

M

*

S.S

水平与

严重出血产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与黄

衍锋等'

"'

(研究结果相近)

综上所述#孕晚期
+J

*

X,;

*

bJ

M

和
S.S

水平检测对预测

低危产妇产后出血及严重程度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当孕晚期待

产妇
bJ

M

水平偏低且伴有
S.S

水平升高时应预防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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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血液病患儿血培养标本中病原菌分布及耐药趋势!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

采用
_S

_-(;;)bc

及配套树脂瓶对
"##'

例患儿血标本进行培养!阳性菌株用
*/;2\.$(<I

?

EDB

系统进行菌种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

结果
!

"##'

例血培养标本中检出
6"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10

株"

0%&0g

%!革兰阴性菌
$%

株"

$'&$g

%$检出率最高的
%

种

病原菌分别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苯唑西林'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复

方磺胺甲唑耐药率较高$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复方磺胺甲唑和四环素耐药率较高$未发现耐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

的革兰阳性菌$大肠埃希菌主要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和第一代头孢耐药比较高&结论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是引起血

液病患儿合并败血症的主要病原菌!且耐药率较高&

关键词"血液病$

!

败血症$

!

血培养$

!

耐药性$

!

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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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血液病包括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血友病及各种原因引起的贫血等#这些疾病会引起体

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降低#是导致血液病患儿合并败血症和

死亡的重要因素)血培养阳性是临床上诊断败血症的重要依

据'

"

(

)本文对
$#"$R$#"'

年本院血液内科送检的
"##'

例血

培养标本的病原菌构成和耐药情况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血液内

科住院患儿血培养标本
"##'

例进行研究#年龄
"K

至
"5

岁)

A&B

!

质控菌株
!

金黄色葡萄球菌
-;(($'6$%

*粪肠球菌

-;(($6$"$

*大 肠 埃 希 菌
-;(($'6$$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0U'%

购自四川省临检中心)按照
$#"'

年版美国临床

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标准判读药敏试验结果)

A&C

!

仪器与试剂
!

血平板*嗜血巧克力平板麦康克平板*沙保

罗培养基均购自安图生物有限公司#

_-(;;) bc

全自动血

培养系统及配套树脂瓶购自美国
_S

公司#

*/;2\.$(<I

?

EDB

自动鉴定系统及配套药敏卡购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A&D

!

方法
!

无菌操作采集患儿高热或寒战时的静脉血
"

!

%

I,

#注入树脂儿童培养瓶#并放入
_S_-(;;)bc

全自动培

养系统进行培养)仪器报阳的标本及时转种血平板*嗜血巧克

力*麦康克和沙保罗平板#仪器培养阴性的标本在第
'

天随机

盲种)采用
*/;2\.$(<I

?

EDB

自动鉴定系统及配套药敏卡进

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A&K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B'&1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处理)

B

!

结
!!

果

B&A

!

病原菌分布
!

在
"##'

例血培养标本中共培养出
6"

株

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10

株$

0%&0g

&#革兰阴性菌
$%

株

$

$'&$g

&#大肠埃希菌
"#

株$

"#&#g

&#真菌
"

株$

"&"g

&)革

兰阳性菌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最多#占
'1&#g

#其中耐

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V3

&

$1

株)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希菌检

出最多#占
""&#g

#其中
5

株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23_,9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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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布

细菌 株数$

*

& 构成比$

g

&

革兰阳性菌
10 0%&0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1&#

金黄色葡萄球菌
' 5&'

!!

肺炎链球菌
6 6&6

!!

其他链球菌
% %&%

革兰阴性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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