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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血栓弹力图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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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进行血栓弹力图检测&血小板凝聚功能检测及常规凝血功能检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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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血栓弹力图与急

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功能&凝血功能的相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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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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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各项参数与急性

脑梗死患者的血小板凝聚功能以及凝血功能存在明显相关性!临床工作中采用血栓弹力图检查有利于对患者

病情的评估!从而有效指导临床治疗%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

"

血栓弹力图#

"

血小板凝聚功能#

"

凝血功能#

"

相关性

!"#

!

!%#&*+*

"

,

#-../#!+(&0$!&%#"%!'#%*#%!(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章编号"

!+(&0$!&%

"

"%!'

$

%*0!%'%0%$

文献标识码"

2

A043,-*89@-

+

70,D008,@6*.7*9-9381

+

43,040,3

FF

60

F

3,-*8;285,-*8-8

+

3,-08,9D-,@352,050607634-8;365,-*8

!

35.J)%G7'

*

!

MP5#)

Q

)%

"

H7

@

&86G7'6<

=

V9<<:L8&'B

=

%B)<'4?7<

@

97AB,<B

@

)6&9<

=

/%)

*

&'

*

#)6

2

!

/%)

*

&'

*

!

/%&'

*

())&(!%%

!

#$)'&

$

=79,635,

+

"7

>

05,-?0

"

V6.<U:

>

<̂45487<-6/.̂-

3

E4<T44/<̂56RE6;

>

<6

3

4/-77/:

3

87<484<7

XX

54

X

7<-6/SU/;0

<-6/-/

3

7<-4/<.T-<̂ 7;U<4;454E578-/S75;<-6/#<0,@*19

"

L484;<4:!%%

3

7<-4/<.T-<̂ 7;U<4;454E578-/S75;<-6/540

;4-=4:S56R6U5̂ 6.

3

-<78S56RF7

>

"%!+<6F7

>

"%!(7.6E.45=7<-6/

X

56U

3

!

7/:!%% 4̂78<̂

>3

7<-4/<.7.;6/<568

X

56U

3

#T454<4.<4:S65<̂4E866:487.<-;-<

>

!

3

87<484<7

XX

54

X

7<-6/SU/;<-6/7/:56U<-/4;67

X

U87<-6/SU/;<-6/<4.<#

H655487<-6/E4<T44/?547.6/7/:

3

87<484<7

XX

54

X

7<-6/SU/;<-6/7/:;67

X

U87<-6/SU/;<-6/-/

3

7<-4/<.T-<̂ 7;U<4

;454E578-/S75;<-6/T7.7/78

>

94:E

>

;655487<-6/7/78

>

.-.#A0924,9

"

V̂46E.45=7<-6/

X

56U

3

6S

3

7<-4/<.T-<̂ 1

!

`

84=48.

"

+#%i!#'

$

R-/

!"

!#!i%#&

$

R-/

!

T454.-

X

/-S-;7/<8

>

86T45<̂7/-/<̂4;6/<568

X

56U

3

"

+#'i"#"

$

R-/

7/:

"

"#"i%#)

$

R-/

"

?

$

%#%)

$

#V̂4F2

&

3

87<484<7

XX

54

X

7<-6/57<4-/<̂46E.45=7<-6/

X

56U

3

T7.

"

+*#$i)#%

$

RR

&"

(!#*i!!#"

$

f

!

.-

X

/-S-;7/<8

>

-̂

X

4̂5<̂7/<̂4;6/<568

X

56U

3

"

+%#!i$#+

$

RR

&"

))#(i*#"

$

f

"

?

$

%#%)

$

#V̂484=48.6SOO7/:KAI-/<̂46E.45=7<-6/

X

56U

3

T454

"

%#$i%#"

$

R

X

,

D

!"

$#)i%#(

$

X

,

D

!

E6<̂ .-

X

0

/-S-;7/<8

>

-̂

X

4̂5<̂7/<̂7<-/<̂4;6/<568

X

56U

3

"

%#"i%#%!

$

R

X

,

D

!"

"#(i%#'

$

X

,

D

!

7/:<̂4:-SS454/;4.T454

.<7<-.<-;788

>

.-

X

/-S-;7/<

"

788?

$

%#%)

$

#V̂4?547.6/;655487<-6/7/78

>

.-.7=7-87E84

+

1

!

`7/:

3

87<484<7

XX

54

X

7<-6/

-/

3

7<-4/<.T-<̂ 7;U<4;454E578-/S75;<-6/57<4T454/4

X

7<-=48

>

5487<4:

!

OO7/:KAI

!

F27/:57<46S

3

87<484<7

X

0

X

54

X

7<-6/-/

3

7<-4/<.T-<̂ 7;U<4;454E578-/S75;<-6/

!

OO7/:KAIT454

3

6.-<-=48

>

;655487<4:5487<-6/.̂-

3

"

788?

$

%#%)

$

#B*85429-*8

"

V̂56RE6.-.487.<-;

3

757R4<45.7/:

3

87<484<7

XX

54

X

7<-6/SU/;<-6/-/

3

7<-4/<.T-<̂ 7;U<4;450

4E578-/S75;<-6/7/:6E=-6U.;655487<-6/

!

E866:;67

X

U87<-6/SU/;<-6/-/;8-/-;78T65]E

>

<̂56REU.487.<-;

X

57

3

^

4_7R-/7<-6/-. 4̂8

3

SU8S65<̂44=78U7<-6/6S<̂4

3

7<-4/<;6/:-<-6/

!

.67.<64SS4;<-=48

>X

U-:4<̂4;8-/-;78<547<0

R4/<#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CD7EF4:

!

F7

>

"%!'

!

G68#&*

!

@6#*

!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

N"%!)&!)

')

""

作者简介!林就孟*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血栓弹力检测方面的研究)

""

本文引用格式"林就孟*韦赐秋
#

血栓弹力图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关系研究+

C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0!%'"#



C0

:

D*619

+

7;U<4;454E578-/S75;<-6/

#

"

<̂56REU.:-7

X

57R

#

"3

87<484<7

XX

54

X

7<-6/SU/;<-6/

#

"

;67

X

U87<-6/

SU/;<-6/

#

"

;655487<-6/7/78

>

.-.

""

急性脑梗死是脑卒中的常见类型*约占全部脑卒

中的
'%f

以上*该病主要由于局部脑流出现急性供血

障碍*引起脑组织缺血坏死*并引起神经功能障碍*具

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

!

,

)大脑动脉粥样硬化是

急性脑梗死最为常见的病因之一+

"

,

)目前*临床上主

要是通过颈动脉0颅内动脉超声等手段对动脉斑块进

行检查*并对斑块的大小0性质以及部位等情况进行

评价*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近年来有报道显

示*血小板异常激活在急性脑梗死发病中起到重要的

作用 +

&

,

)因此*寻找通过检测血小板功能可能对急性

脑梗死的诊断提供重要信息)血栓弹力图是通过血

栓弹力仪描绘出特殊的图形以反映纤维蛋白形成速

度0溶解状态等血液凝固的动态变化)对于各类血栓

疾病0血小板异常疾病0凝血因子异常疾病的诊断有

一定价值+

$

,

)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血栓弹力图与急

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关系并进行分析*目

的在于为利用血栓弹力图指导临床治疗及干预措施

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现作如下报道)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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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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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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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记为观察组)纳入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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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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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并恶性肿瘤者($

"

'伴有心0肝0肾等脏器功能严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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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内发生

外伤或正在进行外科手术治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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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或接受相关药物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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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依从性较差

者)其中男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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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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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人员

在性别比0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存在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知情并签署了同意

书*且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其中*具体操作严格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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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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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集两组研究对象的空腹静脉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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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枸缘酸钠抗凝*取待检静脉血进行血小

板凝聚功能检测*主要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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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凝聚仪$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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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公司生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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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聚集率)凝血功能检测主要是采用全自动血凝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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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指标包括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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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钙后进

行检测)其中血栓弹力图检测主要血栓弹力图检测

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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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仪$国产乐普公司生产'

进行检测*试剂盒为配套试剂盒*具体操作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指标包括凝血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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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血细胞凝聚块形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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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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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的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0

血小板聚集率以及各项凝血功能指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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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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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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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血栓弹力图与急性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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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参数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

功能和凝血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

经
?547.6/

相关性分

析显示*

1

0

`

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率0

OO

以

及
KAI

均呈负相关关系$

8

分别为
Y%#)!"

0

Y%#))(

0

Y%#$*(

0

Y%#)"'

0

Y%#)$$

0

Y%#)+(

*均
?

$

%#%)

'*而

F2

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率0

OO

以及
KAI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CD7EF4:

!

F7

>

"%!'

!

G68#&*

!

@6#*



均呈正相关$

8

分别为
%#+%"

0

%#)*"

0

%#+"&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凝血功能指标水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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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参数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

"""

功能和凝血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因素
1

8 ?

`

8 ?

F2

8 ?

血小板聚集率
Y%#)!" %#%%%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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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0致残率及致死率*由于早期

临床诊断的难度较大*从而导致了大部分患者的溶栓

时机被拖延*进一步对疾病治疗的预后产生严重影

响+

+

,

)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报道的不断深入*有学者

发现血小板的激活以及聚集等功能在动脉粥样硬化

性血栓型脑梗死血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

,

)其中血小板激活并在损伤的动脉壁上黏附

以及聚集是动脉血栓形成的病理基础)因此*对急性

脑梗死患者进行血液中血小板聚集功能的检测显得

尤为重要)另有研究报道显示+

'

,

!凝血因子0血小板

数量和聚集功能以及纤维蛋白原的异常均可能导致

血栓的形成)而血栓弹力图是一种基于全血进行的

凝血检测手段*可连续0全方位检测患者凝血情况*在

临床中的应用较为广泛)目前主要被用于创伤的诊

断0评估手术风险等方面+

*

,

)由此*本文通过研究血

栓弹力图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关系

并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有效检测急性脑梗死患者血

小板功能提供一种有效手段*并为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提供指导作用)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1

0

`

水平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

F2

显著高于对照组)这符合汪新荣等人

的研究报道+

!%

,

*表明了急性脑梗死患者处于高凝状

态*而血栓弹力图可作为临床上诊断急性脑梗死患者

病情严重程度的参考指标之一)其中血栓弹力图中

的
1

值主要是反映了第一块纤维蛋白凝块形成所需

的时间*相当于内源性凝血过程的第一期*属于初期

纤维蛋白形成必需的时间*且对凝血活酶血浆前凝血

质的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
`

值则是反映了初

始血凝块形成直至血凝块达到一定程度所需的时间*

相当于内源性凝血过程中的第二期*反映了凝血块的

形成速度*且其水平与凝血酶密切相关*随着凝血酶

水平的逐渐增加*其水平逐渐变小)

F2

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血凝块最大强度及其形成的稳定性*其值

与血小板的质0量以及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密切相关)

此外*观察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了急性脑梗死患者存在血

小板聚集功能的异常)与李园园等人的研究报道相

一致+

!!

,

*表明了血小板聚集功能可作为临床上反映急

性脑梗死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另外*观察组患

者
OO

0

KAI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了急性脑

梗死患者存在明显的凝血功能异常)其中
OO

主要

是由纤溶酶水解交联纤维蛋白形成的一种特异性降

解产物*是反映纤溶效果的有效指标*在患者发病初

期通常会有轻度的升高*而在第
"

周后显著升高*可

作为临床上判定患者病程以及治疗效果的指标+

!"

,

)

KAI

则是急性相反应蛋白*其水平在弥散性血管内凝

血高凝血期时会显著升高*而在低凝血期以及继发性

纤溶期时会明显降低+

!&

,

)本文结果还显示了*经

?475.6/

相关性分析可得!

1

0

`

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

小板聚集率0

OO

以及
KAI

均呈负相关关系*而
F2

与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小板聚集率0

OO

以及
KAI

均呈正

相关)这提示了血栓弹力图参数可有效反映急性脑

梗死患者的血小板聚集功能以及凝血功能)其中血

栓弹力图主要是采用个物理的方式模拟机体内环境

下凝血
0

纤溶的过程*可全面反映最初前凝血物质激活

以及纤维蛋白形成情况*并通过纤维蛋白交互连接以

及血块凝缩*直至血块溶解的血凝块形成的凝血全过

程的检测方式+

!$0!)

,

)可为临床医生提供凝血因子活

性0血小板功能以及纤维蛋白溶解过程的相关信息*

且不会受肝素的影响*具有快捷0精确的优势)

综上所述*血栓弹力图各项参数与急性脑梗死患

者的血小板凝聚功能以及凝血功能存在明显相关性*

临床工作中采用血栓弹力图检查有利于对患者病情

的评估*从而有效指导临床治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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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大标本量和多中心合作验证)

综上所述*

A?0!%

和
H1?

对诊断急性感染性疾病

有很高的特异度*联合检测
A?0!%

和
H1?

*能同时提

高诊断试验的各项性能*为临床对患儿作出早期干预

和合理利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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