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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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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测顺德地区健康人群血液流变学指标!初步建立适宜顺德地区人群血液流变学的参考范围&方法
"

采

用
$Y/!8(,9,

血液流变仪!测定
'3+0

例健康成年人血液流变学指标并按性别和年龄分
r

组!统计分析&结果
"

男女组均从
9,

$

93

岁年龄段开始全血黏度及全血还原黏度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男(女性别组除血浆黏度和全血还原黏度外其余血液流变

学指标各年龄阶段均存在统计学差异$男性
0,

岁以上和
0,

岁以下的全血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和红细胞压积差异明显$女性各

年龄段血液流变学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通过调查有助于建立本实验室适用的(健康成人血液流变学参考范围!为临床

应用和研究提供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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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

"

参考值

!"#

!

',*)303

"

4

*5667*'0+)89'),*(,'(*'0*,'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89'),

"

(,'(

%

'08'30,8,(

=$*$4$)&$4/)

:

$/)/5

A

8'8(*1$7(41$(5(

:A3

/4/7$%$48')/0>5%8(*&$4%/')&'%

A

2#3+#91%

'

#

2#&$D/%

'

#

31J$/>#%

#

31E#S1%

#

H+2#=*+$%

#

(#$H1#

#

2#.#+

4

#%

'

$

61

7

$89:1%9/

0

;<#%#=$<2$>/8$9/8

4

#

"/%

',

#$%

'

3/@

7

#9$</

0

?+$%

'

D/%

'

#

M/@*$%

#

?+$%

'

D/%

'

-(1),,

#

;*#%$

&

268%4/&%

!

"6

;

$&%'<$

"

:;H;76A@GHA@<C<@<7H<@E7

J

<;C%<D;@%<;?;

JL>

E@ED<A<@6C;@EIG?A6;CA%56H5A

L

*.$%1(08

"

'3+0HE6<6;C

%<E?A%

L

EIG?A6K<@<I<A<HA<IC;@%<D;@%<;?;

JL>

E@ED<A<@6F

L

$Y/!8(,9,%<D;@%<;?;

JL

E7E?

L

M<@E7IA%<@<6G?A6K<@<H;D

>

E@<IF<8

AK<<7I5CC<@<7A

J

<7I<@E7IE

J

<

J

@;G

>

6*=$8>5%8

"

";A%57DE?<E7IC<DE?<D;@<A%E79,

L

<E@6;?I

#

K%;?<F?;;IB56H;65A

L

E7IK%;?<

F?;;I@<IGH<IB56H;65A

L

I<H@<E6<IK5A%A%<57H@<E657

J

;CE

J

<*#=H<

>

A

>

?E6DEB56H;65A

L

E7IK%;?<F?;;I@<IGH<IB56H;65A

L

#

A%<;A%<@

>

E@ED<A<@6K<@<K5A%6AEA56A5HE?I5CC<@<7H<F<AK<<7I5CC<@<7AE

J

<

J

@;G

>

657F;A%DE?<E7IC<DE?<*:%<@<KE665

J

75C5HE7AI5CC<@<7H<;C

K%;?<F?;;IB56H;65A

L

#

<@

L

A%@;H

L

A<E

JJ

@<

J

EA5;757I<=E7I%<DEA;H@5AF<AK<<7E

J

<

J

@;G

>

6;C?<66;@D;@<A%E70,

L

<E@6;?I57DE?<

#

E7IA%<@<KE67;6AEA56A5HE?I5CC<@<7H<;CE??

>

E@ED<A<@6F<AK<<7I5CC<@<7AE

J

<

J

@;G

>

657C<DE?<*?()&5>8'()

"

U<C<@<7H<@E7

J

<;C%<8

D;@%<;?;

JL>

E@ED<A<@6C;@%<E?A%

L

EIG?A6

#

C5AC;@A%56?EF;@EA;@

L

#

H;G?IF<H;76A@GHA<I57A%566AGI

L

#

K%5H%H;G?I

>

@;B5I<FE656C;@

H?575HE?E

>>

?5HEA5;7E7I@<6<E@H%*

@$

A

9(408

!

%<D;@%<;?;

JL

%

"

%<E?A%

L>

;

>

G?EA5;7

%

"

@<C<@<7H<BE?G<6

""

血液流变学是研究血液及其有形成分流变性的变化规律

及其在临床医学中应用的科学'

'

(

)目前国内报道的血液流变

学参考范围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但由于血液流变学参考值与

仪器种类和各地人群生活习惯所处地理位置*检测方式等诸多

因素密切相关'

(

(

#因此笔者分析了顺德地区
'3+0

例健康人群

血液流变各指标#以期为血流变参考范围的建立提供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在本地区生活或工作的*健康体检合格的人

群)抽取其空腹血分别测定血液流变*血常规及各项生化指标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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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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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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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c

#排除

任何一项生化指标异常及血常规中
]"O

*

aZ"

*

aO:

*

V.:

异

常者)本研究从
(,''

年
'

月开始至
(,'(

年
)

月#按上述原则

从
9,,,

多例健康体检人群中筛选出
'3+0

例符合条件的对

象#并按不同年龄和性别各分成
-

组!男"女
(,

$

(3

岁%男"女

),

$

)3

岁%男"女
9,

$

93

岁%男"女
-,

$

-3

岁%男"女
0,

岁以

上)

B*C

"

标本采集
"

受检者在安静状态下抽取空腹血并按检测项

目需要分别注入要求不同的真空试管#上下颠倒#充分摇匀)

所有样本在采集后
9%

内完成检测)

B*D

"

仪器与试剂
"

血流变学各参数测试采用
$Y/!8(,9,

$重

庆天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全自动血液流变仪及其配套试剂%

血沉采用
#!U8(,9,

全自动血沉仪%血细胞分析采用
!b!8

$#h8(',,

及其原厂试剂%生化指标检测采用
a5AEH%+0,,

型

$日本#日立公司&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试剂)

B*F

"

质量控制
"

各仪器经校准后每日用双水平室内质控物

$美国伯乐&#血液流变仪则使用配套质控品测试所有项目#确

保仪器在控下完成实验#全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

B*I

"

统计学处理
"

相关数据采用
!V!!')*,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以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参考值用
GW@

表示#采用正态性检验*不同性别组间比较用
9

检验#同性别不

同年龄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

C

"

结果分析

C*B

"

男女组均在
9,

$

93

年龄段开始全血黏度及全血还原黏

度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男女除血浆黏度和全血还原黏度

外其余血液流变学指标各年龄阶段均存在统计学差异%男性

0,

岁以上在不同剪切率下的全血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和红

细胞压积与其同性别年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各年龄

段血液流变学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

&)

C*C

"

根据实验室数据分析红细胞压积是影响全血黏度的重要

因数#与不同切变率下的全血黏度都存在正相关性%红细胞压

积与血浆黏度*还原黏度*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聚集指数无

相关性$表
(

&)

C*D

"

统计分析表明#男性
(,

$

-3

岁血液流变学各参数结果差

异不明显$

!

%

,*,-

&#故不予分组#

0,

岁以上者再分一组%女性

血液流变学各参数无显著年龄相关性#故归为同组)本组把以

上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男女以上
',

项指标均符合正态性分

布$

!

%

,*,-

&#分别统计出其正常人参考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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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和年龄血液流变学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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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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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黏度$

0

F

&#血浆黏度$

0

>

&#全血还原黏度$

UY

&#红细胞刚性指数$

:\

&#红细胞聚集指数$

&@F<

&#红细胞压积$

aO:

&#

(

!同性别组间
!

$

,*,'

%

#

!不同性别组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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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与血液流变学各项参数的直线相关性

aO:

0

F(,,6

S'

0

F',,6

S'

0

F),6

S'

0

F)6

S'

0

>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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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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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相关系数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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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切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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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地区健康成年人血液流变学正常参考值

指标
男

'

0,

岁
)

0,

岁

女

血流变指标

0

F(,,6

S'

$

DV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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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6

S'

$

D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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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W,*09 0*,0W,*-( -*+1W,*0)

0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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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E

+

!

&

+*+,W,*1) +*)(W,*1+ +*,3W,*+1

0

F)6

S'

$

DVE

+

!

&

''*99W'*)' ''*,1W'*91 ',*-,W'*'3

0

>

$

DVE

+

!

&

'*93W,*'( '*-'W,*'' '*91W,*''

UY

高切
0*(1W'*(1 0*'-W'*'1 0*(W'*)'

UY

低切
'-*--W)*0' '-*))W)*9( '-*9W(*3-

:\ 1*9+W'*-+ 1*)1W'*9- 1*0)W'*0,

&@F< +*1(W'*,) +*)3W,*13 +*')W,*1,

aO: ,*90)W,*,+- ,*9)W,*,0 ,*9,(W,*,0

D

"

讨
""

论

近十几年来#血液流变学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

针对血栓前状态和血栓栓塞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发病机制的

研究有重要意义#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也有较一定的应用

价值'

)

(

)通过本次的调查研究测得的血液流变各指标的参考

区间比厂家提供的稍窄#除了红细胞压积和血浆黏度外其余各

指标参考值上限均比厂家提供的参考值上限偏低)原因可能

与地区气候和饮食习惯差异有关#这与国内多数报道相符'

980

(

)

同年龄男女组间各切变率下的全血黏度*红细胞刚性指

数*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压积均有显著性差异)男性全血

黏度高切
0,

岁以下和
0,

岁以上有显著性差别#这与刘霜和陈

晓娇报道相似'

+

(

#由于
0,

岁以上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和促红

细胞生成素明显下降导致红细胞压积下降最终使全血黏度下

降%女性各年龄段全血黏度变化无明显差异#且
0,

岁以上男女

之间的差异缩小)关于全血黏度有报道指出全血黏度随年龄

增长而增加'

183

(

#这表明全血黏度除红细胞压积影响外可能还

有其他影响因素#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血浆黏度男女间无明显的性别差异#但随着年龄增长血浆

黏度也轻微增长#这可能与血浆的组成成分有关)血浆的各种

成分在相同生理条件下是比较恒定的#所以血浆黏度男女间无

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及生$下转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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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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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研究的偏低可能是因为患者经过药物治疗一

段时间病毒正在被清除或被抑制)从表
'

可看出#精神病患者

的
a"6&

J

阳性率年龄段分布即易感人群主要集中在
(,

$

-3

岁#阳性率最高的分布在
9,

$

93

岁#这与廖建和贺正蓉'

)

(报道

$

(-

$

9-

岁&相比年龄分布范围更宽#与全国流行病学调查

$

),

$

9,

岁&相比也要靠后$

9,

$

93

岁&#提示管控形势依然严

峻)

V@<!'

抗原在
a"6&

J

阳性的患者中阳性率
+)*))P

#

V@<!(

抗原在
a"6&

J

阳性的患者中阳性率
(,*3-P

#这与温淑

娟等'

9

(的
V@<!'

抗原
+)*(P

*

V@<!(

抗原
+(*(P

以及邱黎霞

等'

-

(

V@<!'

抗原
(3*1P

*

V@<!(

抗原
++*0P

不同#可能是区域

人群差异#也可能是因为
V@<!(

抗原只存在于具有传染性的完

整的乙肝病毒颗粒上即急性乙肝患者的血清中#在
a"6&

J

消

失前已消失'

0

(

#这也说明
V@<!(

抗原优于
a"6&

J

作为
a"Y

复制*传染性的一个指标)至于
V@<!'

抗原和
V@<!(

抗原的阳

性率均低于
a"6&

J

阳性率可能是因为
V@<!'

抗原*

V@<!(

抗

原只存在于完整的病毒颗粒上#而
a"6&

J

既存在于完整的病

毒颗粒中#又存在小球形颗粒和管形颗粒中的缘故)在实验中

发现有
a"6&

J

阴性而
V@<!'

抗原阳性或$和&

V@<!(

抗原阳性

的现象#可能是
!

区基因突变导致
a"6&

J

亚型改变而使
a"8

6&

J

未检出)男性精神患者
a"6&

J

*

V@<!'

抗原*

V@<!(

抗原

阳性率均高于女性#反映男性精神患者接触的危险因素高于女

性#这可能与男性伴有酗酒史*女性先天的具有自我保护意识

等有关)在检测中发现传统说的,大三阳-模式并不多$

'-

例&#不过
V@<!'

抗原*

V@<!(

抗原仍然存在很高的阳性率即

3)*)P

$

'9

"

'-

&*

9,P

$

0

"

'-

&#在,小三阳-模式中
V@<!'

抗原和

V@<!(

抗原的阳性率分别为
+)*)P

$

--

"

+-

&*

(,P

$

'-

"

+-

&#两

者模式的关系与薛小萍'

+

(

aF<&

J

阳性组与阴性组
a"Y R̀&

水平结论相一致#可见乙肝模式从,大三阳-转变成,小三阳-后

病毒并没有停止复制#这可能与病毒前
O

区的变异有关'

1

(

#也

说明
aF<&F

的存在并不表示患者体内没有病毒复制'

3

(

)结合

有关研究发现
V@<!'

抗原*

V@<!(

抗原与
a"Y8̀ R&

有很高的

一致性'

',

(

#这也可以减轻患者负担)

综上所述#

a"6&

J

阳性的精神病患者应该加强
V@<!'

抗

原及
V@<!(

抗原的监测#对乙型肝炎病毒的早期感染和复制及

患者的预后判断方面有重要价值)临床医生对乙肝标志物检

测结果的判读#建议结合
V@<!'

抗原*

V@<!(

抗原充分考虑各

种情况#对特殊病例进行连续监测有助于及时发现变异菌株和

耐药菌株)中年男性人群是乙肝防治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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