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患者全身小动脉痉挛#肾血管痉挛引起组织缺血*缺氧#从而

导致肾脏受损'肾血流量因肾小球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弥漫性

肿胀*毛细血管管腔受压而减少#肾脏缺血导致血管壁内皮细

胞受损#血管壁通透性增加#血浆清蛋白*球蛋白从肾小球滤过

产生蛋白尿(

(

)

'妊娠高血压蛋白尿形成既有肾小球滤过膜的

损害#又有肾小管重吸收功能的损害#属混合型蛋白尿#并且随

着妊娠高血压病情的加重#相对分子质量大的蛋白含量明显增

高#由选择性蛋白尿转变为非选择性蛋白尿'

蛋白尿是肾脏损伤的重要标志#且尿蛋白量与病情呈正相

关(

'/%

)

'尿清蛋白是肾小球损伤的标志#也是肾脏损伤的早期

重要标志#其在众多的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儿

童过敏性紫癜等引起的肾脏损伤中的早期诊断价值已得到广

大学者的认可(

$/7&

)

'从结果可知#轻度子痫前期患者尿中
(=D

尿微量清蛋白占
(=D

尿蛋白的
%.87P

#而在重度子痫前期患

者尿中
(=D

尿微量清蛋白占
(=D

尿蛋白的
<(8(P

#且重度子

痫前期患者尿中无论是尿微量蛋白或尿微量清蛋白#均比轻度

子痫前期患者要高#表明重度患者肾脏损伤比轻度患者损伤大

得多#并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的肾小球损伤在不断加重'

在临床诊断治疗妊娠高血压过程中#多采用随机尿标本进

行尿蛋白检测#随机尿检测尿蛋白虽然方便但影响因素较多#

容易因为饮食等原因影响结果准确性#通过检测
(=D

尿液的

含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的影响因素#更客观地反映患者

真实情况'尿微量清蛋白在糖尿病肾病等肾小球疾病中所起

的诊断及监测作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

#

$

)

#但较少应用在妊

娠高血压诊断中#通过对妊娠高血压患者进行
(=D

尿蛋白含

量检测#可能对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监测起到一定的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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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
(

种血浆纤维蛋白原检测方法比较

刘学芳!吴
!

薇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临潼疗养院检验科!西安
<7&$&&

#

!!

摘
!

要"目的
!

对克劳斯法"

A?;)1B566

法#&凝血酶原时间演算法"

-#/̀@E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纤维蛋白原"

d:J

#的结果进行

评价$方法
!

用以上
(

种方法分别检测本院
>&

例冠心病患者的
d:J

含量!并做批内&批间精密度分析!结果采用
"-""7&8&

软件

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

种方法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

-#/̀@E

法精密度较差$结论
!

在冠心病患者中!

-#/̀@E

法的结果高于
A?;)1B566

法!

A?;)1B566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的血浆
d:J

含量精密度更高&更可靠$建议

冠心病患者的
d:J

检测采用
A?;)1B566

法!以避免临床上误诊和漏诊的发生$

关键词"冠心病'

!

纤维蛋白原'

!

对比研究

!"#

!

7&8'.$.

"

9

8:66;87$<'/=7'&8(&7787$8&%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

!!

纤维蛋白原$

F:JE:;?

I

@;

#

d:J

%是所有凝血因子中含量最高

的一种凝血蛋白#其变化与冠心病$

G?E?;BE

2

D@BECH:6@B6@

#

)è

%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7

)

#目前
d:J

检测方法很多#大

致可分为可凝固蛋白法*物理化学测定法*免疫学方法(

(/'

)

'其

中可凝固蛋白法能反映
d:J

的凝血功能#属于功能测定#得到

广泛应用'本实验用到的
A?;)1B566

和
-#/̀@E

法都属于可

凝固蛋白法#现将这
(

种方法进行比较#以筛选出最适合冠心

病患者血浆
d:J

检测的方法#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he0

%冠心病的诊断标

准#在本院选择住院并已确诊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采集对象均空腹抽取静脉血#注入
7&.

33?1

"

*

的枸橼酸钠抗凝管中#

7a.

抗凝#迅速混匀#以离心半

径
>G3

#

(%&&E

"

3:;

离心
7&3:;

分离血浆'

B8C

!

仪器与试剂
!

所用仪器为法国
"#!/)?3

4

BGC

全自动凝

血仪*日本
"

2

63@S/)!%&

半自动凝血仪'试剂为
"#!M0

公

司配套的
d:J

检测试剂盒#

B̀H@/[@DE:;

I

公司生产的凝血活酶

试剂'

B8D

!

方法

B8D8B

!

试验方法
!

A?;)1B566

法用配套试剂在法国
"#!/

)?3

4

BGC

全自动凝血仪上按操作规程测定
d:J

#

-#/̀@E

法用

B̀H@/[@DE:;

I

公司生产的凝血活酶试剂在日本
"

2

63@S/)!%&

半自动凝血仪上建立标准曲线并测定凝血酶原时间#通过计算

得出
d:J

含量'

B8D8C

!

批内精密度
!

将
(&

例冠心病患者混合血浆用
(

种方

法测定
d:J

#重复
7&

次'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
!

+;CT*BJU@H

!

0GC?J@E(&77

!

V?18'(

!

W?87$



B8D8D

!

批间精密度
!

将
(&

例冠心病患者混合血浆用
,-

管

分装为
7&

份#置于
](&g

冰箱保存'每天各取
7

份#分别用
(

种方法测定
d:J

#共
7&H

'

B8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

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

检验#以
B

(

&8&%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C

!

结
!!

果

C8B

!

A?;)1B566

法*

-#/̀@E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结

果#见表
7

'

表
7

!!

(

种方法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结果

方法
% d:J

$

I

"

*

%

B

值
9

A?;)1B566

法
>& =8<>̂ &8.> ] ]

-#/̀@E

法
>& %8(.̂ &8=$

(

&8&% &8>(

!!

]

!表示无数据'

!!

表
7

提示
-#/̀@E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结果高于

A?;)1B566

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

(

种方法测定冠

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相关性较好$

9X&8>(

%'

C8C

!

批内精密度实验#见表
(

'

表
(

!!

批内精密度实验

方法
d:J

浓度$

I

"

*

%

/D

$

P

%

A?;)1B566

法
=8$<̂ &87( (87=

-#/̀@E

法
%87'̂ &87= %8'<

表
(

为
A?;)1B566

法和
-#/̀@E

法的批内精密度比较#提

示
A?;)1B566

法
/D

值为
(87=P

#精密度良好#而
-#/̀@E

法检

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
/D

值为
%8'<P

#精密度较差'

C8D

!

批间精密度实验#见表
'

'

表
'

!!

批间精密度实验

方法
d:J

浓度$

I

"

*

%

/D

$

P

%

A?;)1B566

法
=8=.̂ &877 (8<%

-#/̀@E

法
%8&(̂ &8&% %8.<

表
'

为
A?;)1B566

法和
-#/̀@E

法的批间精密度比较#提

示
A?;)1B566

法
/D

值为
(8<%P

#精密度良好#而
-#/̀@E

法检

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
/D

值为
%8.<P

#精密度较差'

D

!

讨
!!

论

d:J

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炎症状态增加时急性期

的产物#在机体受损伤或炎症时#其作为凝血因子
%

#在凝血酶

作用下转变为纤维蛋白单体继而交联为纤维蛋白#参与血液凝

固#当它含量增高时#对血管内皮细胞具有损伤作用(

=

)

'近年

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明#

d:J

含量增高#可导致体内血黏度升

高#血小板聚集性增强#冠状动脉血栓发生率增高#促进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的进展#直接影响纤维斑块的稳定性及急性冠脉事

件的发生(

%/<

)

'

A?;)1B566

法是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W))*"

%

推荐的
d:J

测定常规方法#其原理为将足够的凝血酶加到稀释

血浆中#记录出现
d:J

凝块的时间#该时间与
d:J

含量呈负相

关(

>

)

'该方法简便快速*结果可靠*精密度和准确度较好#但试

剂比较昂贵'凝血酶原时间$

-#

%导出$或衍生%

d:J

测定法#简

称
-#/̀@E

法#是应用血凝仪#在
-#

测定完成时#全部的
d:J

均变成纤维蛋白#其形成的浊度改变与
d:J

的含量呈正比#由

此产生的浊度推算出
d:J

含量(

.

)

'该方法经济实惠*操作简单

快速*准确度和精密度较好'据文献报道#

-#/̀@E

法测定高值

的
d:J

准确性比
A?;)1B566

法更好#且精密度也较高(

7&/77

)

'但

是本实验用
(

种方法测定冠心病患者
d:J

含量比较结果表明#

-#/̀@E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结果高于
A?;)1B566

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相关系数
9X&8>(

#批内*批

间精密度比较#

A?;)1B566

法批内*批间精密度分别为
(87=P

*

(8<%P

#精密度较好&而
-#/̀@E

法批内*批间精密度分别为

%8'<P

*

%8.<P

#精密度较差'

上述实验表明#

(

种方法在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含量

时#在仪器及试剂配套的情况下#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冠心病

患者中
-#/̀@E

法的结果明显高于
A?;)1B566

法#且结果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

法批内*批间精密度都较差'其原因

可能由于凝血是一个复杂的多因子协同作用的过程#外援和共

同途径任何一个凝血因子的异常都可能影响
-#

的时间(

7(

)

'

A?;)1B566

法在针对冠心病患者的检测中优势明显#如对于冠

心病患者采用廉价*快速的
-#/̀@E

法#将直接影响结果的可

信度#甚至对临床的诊断和治疗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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