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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住院心力衰竭患者凝血功能的差异$方法
!

回顾分析
!"&,

年
&P&!

月来该院诊治的
&!&

例维吾尔族和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住院资料以及凝血功能结果$选择同期

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结果
!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以冠心病和高血压

为主要病因"血清尿酸和超敏
J*

反应蛋白!

I/*J27

#明显升高"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但维吾尔族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小板'纤维蛋白原'

Q*

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汉族患者!

9

%

"$"+

#$结论
!

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凝血指标显著异常$其中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比汉族患者存在更严重的高凝状

态"血栓风险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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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危害非常

大!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血液呈高凝状态!是动$静脉血栓形成的高

危人群&

&*(

'

%血栓栓塞是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较严重

的并发症!在心力衰竭病情发展和预后中起着重要作

用!也是导致难治性心力衰竭的原因%近年来!心力

衰竭患者血栓栓塞性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升高!是临床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

%因此!深入认识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凝血失衡的原因是防治心力衰竭血栓并发

症的关键所在%由于不同种族和地理位置在慢性心

力衰竭的凝血功能遗传和表型上具有很强的异质

性&

,*1

'

!因此!本文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民族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凝血功能的差异及临床特点!为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抗凝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全部临床资料来自
!"&,

年
&P&!

月来本院诊治的
&!&

例维吾尔族和汉族慢性心力衰

竭住院患者!按照.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

/!诊断心功能衰竭!以
5ZO3

标准进行评级为

%",

级%汉族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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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1!$!,c&($()

#岁-维吾尔族
1+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c)$+#

#岁-

健康对照组
&""

例为本院的体检健康者!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c&,$##

#岁!其中

汉族
+"

例!维吾尔族
+"

例%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者%

$$%

!

方法
!

所有患者进行血常规$凝血功能$肾功

能$血糖$血脂等相关血液项目检测%全血标本需乙

二胺四乙酸抗凝!血常规用迈瑞血常规仪
[J*,'""

检

测%凝血功能标本需枸橼酸钠抗凝!用
@83Kd

血凝

仪及原装配套试剂测定%患者静脉血血清!用雅培

S&,!""

及原装配套试剂测定肾功能$血糖$血脂$心肌

酶等生化指标%降钙素原用血清标本!采用梅里埃

D6Q3@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测定%

S858

用血清标本!采用罗氏
JE<;/>#&&

全自动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测定%采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心功能检查%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7@@&1$"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Jc=

表示!数据需

进行正态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需要标准化处理!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7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4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多变量间相关性

分析采用
7>;C/E0

相关分析%

9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比较
!

汉族和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两个民

族均以男性患者占多数!汉族男性占汉族患者的

,+$!&4

!维吾尔族男性患者占维吾尔族患者的

1!$""4

!两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病

因构成中!患冠心病的患者占心力衰竭患者的多数%

汉族患冠心病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占
,"$'14

"

!'

)

#,

#!而维吾尔族患者占
,)$((4

-其次为高血压!均占

两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
&1$""4

左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b($""#

!

9b"$++1

#%两组患者中!均以心

功能
,

级患者占多数!其次为
!

级!

%

级住院患者人

数最少!未见
&

级住院患者%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血小板"

7:8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Q:*J

#明显

低于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而尿酸"

_3

#则高

于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c!"+$)1

#

*

BEF

)

:H=$

"

#!&$"'c&,"$)

#

*

BEF

)

:

!

9

%

"$"+

'!其

余项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同时!不论是

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炎症指标超敏
J*

反应蛋白"

I/*

J27

#和心肌损伤指标心肌肌钙蛋白
6

"

S806

#均升高%

见表
&

%

%$%

!

汉族与维吾尔族心力衰竭患者凝血功能的比较

!

与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相比较!维吾尔族心力衰

竭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3788

#和凝血酶原时

间"

7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但均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组"

9

%

"$"+

#%与各民族的健康对照组相

比!汉族和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5ZO3

!

级

组纤维蛋白原"

L6[

#水平显著升高"

9

%

"$"+

#!且

5ZO3

!

级患者高于
,

级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9

&

"$"+

#%与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相比!维吾

尔族
5ZO3

!

级和
,

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L6[

水平

显著升高"

9

%

"$"+

#%但维吾尔族
5ZO3

!

级和
,

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和汉族
5ZO3

!

级和
,

级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分别比较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维吾尔族心力衰竭患者
Q*

二聚体"

Q*Q6

#水平

也高于汉族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Q*Q6

显著升

高"

9

%

"$"+

#!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均值为"

#$!&c

!$,)

#

*

X

)

:

!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均值为

"

#$+"c($&&

#

*

X

)

:

%各民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5Z*

O3

!

级组
Q*Q6

水平明显低于
,

级组患者"

9

%

"$"+

#%不同民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凝血功能差异的

比较!见表
!

%

表
&

!!

不同民族心衰患者病因构成及相关指标的比较

临床指标 汉族 维吾尔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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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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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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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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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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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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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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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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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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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 &(

!

扩张型心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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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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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汉族慢性心力衰竭疾病组与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疾病组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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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汉族和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凝血功能结果比较$

Jc=

%

组别
' 3788

"

/

#

78

"

/

#

L6[

"

X

)

:

#

Q*Q6

"

*

X

)

:

#

汉族健康对照组
+" (&$!"c($(" &&$&!c!$"" ($&1c"$,& "$"(c"$"!

汉族慢性心力衰竭组
#! ()$,!c,$!,

)

&+$(+c($(+

)

($!#c&$#& #$!&c!$,)

)

!

5ZO3

!

级
&" #"$&!c)$&(

)

&,$"!c+$))

)

"$,!c"$#!

)

($))c!$,1

)

!

5ZO3

,

级
(! ()$"1c+$1'

)

&+$")c!$##

)

($!(c"$)' #$+!c!$1,

)(

维吾尔族健康对照组
+" !)$&"c#$(" &&$#&c&$'' ($!!c"$1! "$"(c"$"(

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组
1! ()$(&c1$#"

,

&+$,'c($"'

,

#$""c&$('

,"

#$+"c($&&

,

!

5ZO3

!

级
!! ()$!)c1$#(

,

&#$))c($++

,

#$&#c&$(1

,

"$'!c"$,(

,

!

5ZO3

,

级
+" ('$'#c+$"'

,

&+$,c!$#)

,

($++c&$!) #$),c($1+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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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汉族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与维吾尔族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与汉族
5ZO3

!

级比较!

(

9

%

"$"+

-与维吾尔族
5ZO3

!

级比较!

i

9

%

"$"+

-与汉族慢性心力衰竭组比较!

"

9

%

"$"+

%$&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Q*Q6

与各相关变量的相关

性分析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Q*Q6

水平与患者性别$

民族$心功能不全级别!以及各相关指标做相关性分

析!结果见表
(

%

Q*Q6

水平与民族和性别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9

&

"$"+

#!与心功能不全级别呈正相关"

9

%

"$"+

#%与
L6[

和
7:8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9

%

"$"+

#!与
78

呈正相关"

9

%

"$"+

#%

表
(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Q*Q6

与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 9

变量
: 9

民族
"$&!+ "$(+1 8K P"$!1( "$",)

性别
P"$")" "$+") OQ:*J P"$!+( "$")#

心功能级别
"$!+)

"

"$"!1 :Q:*J "$"(" "$'#'

3788 "$"&( "$)!( K:_ P"$&!" "$#"+

78

"$!))

"

"$"!+ _3 P"$""& "$))!

L6[ P"$(!#

"

"$"!! Ĵ P"$"!# "$',(

7:8

P"$(&,

(

"$""' Ĵ *=[ "$"#+ "$1,#

I/*J27 P"$""1 "$),& S856 "$&+1 "$('!

7J8 P"$!(' "$&"' S858 P"$"(' "$'&(

JOd: P"$&(" "$(+)

!!

注(

"在
)

b"$"+

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在
)

b"$"&

水平"双侧#

显著相关

&

!

讨
!!

论

!!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及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的提高!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研究

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体内存在高凝状态!特别是

同时伴有房颤$高脂血症$长期卧床等情况下!存在形

成血栓的病理基础&

'*&"

'

%血栓形成是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中较严重的并发症!在心力衰竭病情发展和预后中

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

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凝血功能及相关病理因素的

共性及差别!以期为心力衰竭及其血栓并发症的防治

提供参考依据%

本次研究
5ZO3

%",

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平

均血清
_3

水平明显升高!汉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平

均血清
_3

水平"

#''$&,c!"+$)1

#

*

BEF

)

:

!维吾尔

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平均血清
_3

水平为"

#!&$"'c

&,"$)

#

*

BEF

)

: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但略低于已报道的
5ZO3

!",

级患者平均

水平"

+!&$",c'+$&

#

*

BEF

)

:

%研究表明血清
_3

升

高会促进血小板的活化$黏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激

活凝血系统!同时还会导致纤溶抑制!最终使血液呈

高凝状态!促进血栓形成%本研究中汉族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血清
_3

水平高于维吾尔族患者!而
7:8

水

平显著低于维吾尔族患者!可能与较高的血清
_3

促

进血小板黏附!导致血液循环中
7:8

数较低有关%

还有文献显示慢性心力衰竭血清
_3

水平与心

功能级别和血清炎症因子呈正相关性&

&&*&!

'

%血清高

_3

和炎性反应均会影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凝血功

能%研究显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存在明显的炎性反

应!这与现有的报道一致&

&"*&!

'

%汉族和维吾尔族心功

能
%",

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I/*J27

均值分别

为"

!($,+c()$&+

#

B

X

)

:

和"

!)$,&c(&$++

#

B

X

)

:

!略

高于报道的
5ZO3

!

级患者平均水平&"

&"$((c

"$,1

#

B

X

)

:

'和
5ZO3

,

级患者&"

&'$,!c&$!&

#

B

X

)

:

'的水平!但汉族和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

'

!

结
!!

论

!!

血浆
Q*Q6

是反应机体高凝状态和纤溶激活的标

志物%本研究中汉族和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Q*Q6

和
L6[

水平均明显升高!且与心功能不全的级

别呈显著正相关!提示随心功能不全级别的升高!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高凝状态和纤溶激活都在增加%而

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L6[

和
Q*Q6

水平均显著

高于汉族患者!提示维吾尔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体内

高凝状态更显著!血栓形成的风险更大%

"下转第
!!))

页#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09%:;<=>?

!

@>

A

9>B<>C!"&'

!

DEF$()

!

5E$&'



"

!

#(

&&1*&!#$

&

&"

'

D36QZ3D

!

K35K355

!

@ONNO35%$6B

A

;S9EHS;C*

?.ER;/SMF;CSEB

A

F.S;9.E0/;BE0

XA

;9.>09/W.9I8

TA

>!?.*

;<>9>/B>FF.9M/

(

;/

T

/9>B;9.SC>R.>W

&

%

'

$N]

A

>C92>R7I;C*

B;SE>SE0dM9SEB>/2>/

!

!"&+

!

&+

"

(

#(

#'1*#)1$

&

&&

'

ON[

!

\_ =

!

fN6:

!

>9;F$2>F;9.E0/I.

A

<>9W>>0;0>B.;

;0?SICE0.SSEB

A

F.S;9.E0/.0SI.0>/>

A

;9.>09/W.9I9

TA

>!

?.;<>9>/B>FF.9M/

&

%

'

$3CSI6C;0 =>?

!

!"&+

!

&'

"

+

#(

!11*

!'($

&

&!

'石文!刘持翔!徐建华!等
$!

型糖尿病疾病进程相关生化

指标分析&

%

'

$

热带医学杂志!

!"&+

!

&+

"

(

#(

(()*(#&$

&

&(

'贾真!何旺!张渭涛!等
$!

型糖尿病患者骨转换指标与血

糖的相关性&

%

'

$

陕西医学杂志!

!"&1

!

#,

"

'

#(

&"'(*&"'#$

&

&#

'林玉玲!刘琳!籍胤玺!等
$!

型糖尿病合并牙周炎患者龈

沟液中炎症因子!瘦素和脂多糖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

义&

%

'

$

中国糖尿病杂志!

!"&,

!

!#

"

)

#(

'&+*'&)$

&

&+

'

[3d\

!

Z35KJ

!

L35K^

!

>9;F$OE/

A

.9;F.U;9.E0SE/9/

;0?SEB

A

F.S;9.E0/.0IE/

A

.9;F.U>?

A

;9.>09/W.9I9

TA

>!?.;*

<>9>/B>FF.9M/.0[>.

-

.0

X

!

JI.0;

&

%

'

$%Q.;<>9>/

!

!"&1

!

)

"

#

#(

#"+*#&&$

&

&,

'

2dQ6J3[

!

[3%̂ dg

!

=36N2@

!

>9;F$60HFM>0S>EHC./V

H;S9EC/;0??.;<>9.SSEB

A

F.S;9.E0/E0

A

>C.

A

I>C;F0>CR>

HM0S9.E0.09

TA

>!?.;<>9>/B>FF.9M/

&

%

'

$3S9;=>?.S;=;*

C./.>0/./

!

!"&+

!

,&

"

&

#(

#"*#,$

&

&1

'李新刚!胡虹英!胡荣!等
$

脂质蓄积指数与血糖代谢异常

的相关性分析&

%

'

$

疑难病杂志!

!"&,

!

&+

"

!

#(

&1!*&1+$

&

&'

'唐瑶!汪志红!陈满!等
$

青年人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3!

水平变化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

'

$

重庆

医科大学学报!

!"&+

!

#"

"

1

#(

)'&*)'+$

&

&)

'郭菲!高艳红
$!

型糖尿病患者生化指标与甲状腺功能指

标分析&

%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

!

!(

"

!

#(

&&)*&!!$

&

!"

'胡骏程!李素梅!王炜!等
$

血肌酐正常的
!

型糖尿病患者

临床生化指标水平及其与肾功能的相关性&

%

'

$

安徽医

学!

!"&,

!

(1

"

+

#(

+!&*+!#$

&

!&

'

f35KJ

!

f35@

!

Z35K8

!

>9;F$60SC>;/>?/>CMB B.*

SCE253/;C>SFE/>F

T

;//ES.;9>?W.9I9I>

A

C>/>0S>EHB.*

SCER;/SMF;CSEB

A

F.S;9.E0/.09

TA

>!?.;<>9>/B>FF.9M/

&

%

'

$

@S.2>

A

!

!"&,

!

,

"

!

#(

!""(!*!""#"$

&

!!

'

f_8

!

\6NK

!

56Z

!

>9;F$@>CMBB>9;<EF.9>/.

X

0;9MC>/EH

9

TA

>!?.;<>9>/ B>FF.9M/SEB

A

F.S;9.E0/

&

%

'

$%7CE9>EB>

2>/

!

!"&+

!

&#

"

&

#(

##1*#+,$

&

!(

'

Od5K@[

!

:NN%%

!

6̂=@O

!

>9;F$8I>>HH>S9/EH;?.*

A

E0>S9.0;0?.0HF;BB;9EC

T

S

T

9EV.0>/E0?.;<>9.SR;/SMF;C

SEB

A

F.S;9.E0/.0E<>/>;0?0E0*E<>/>

A

;9.>09/W.9I9

TA

>!

?.;<>9>/B>FF.9M/

&

%

'

$Q.;<>9>/2>/JF.07C;S9

!

!"&,

!

&&&

"

&

#(

+'*,+$

&

!#

'

@O32=32

!

@O32=37

!

_̂=327

!

>9;F$3SECC>F;*

9.E0<>9W>>0

X

F

T

SE/

T

F;9>?I;>BE

X

FE<.0iF.

A

.?

A

CEH.F>.0

9

TA

>*!?.;<>9>/B>FF.9M/W.9I i W.9IEM9JEB

A

F.S;9.E0/

&

%

'

$%=>?2>/

!

!"&+

!

(

"

!

#(

#+'"*#+'1$

&

!+

'

3̂:326382

!

@623%f3:3 O[

!

KdON: = K$@>C*

MBHCMS9E/;B.0>

!

/>CMB

X

F

T

S;9>?;F<MB.0;0?/>CMB

X

F

T

*

S;9>?

#

*F.

A

E

A

CE9>.0.09

TA

>!?.;<>9>/ B>FF.9M/

A

;9.>09/

W.9I;0?W.9IEM9B.SCER;/SMF;CSEB

A

F.S;9.E0/

&

%

'

$%Q.;*

<>9>/=>9;<Q./EC?

!

!"&,

!

&+

"

&

#(

+(*,"$

&

!,

'

3̂[3Q6@=

!

:6_:d5K%635

!

3_JO65J:d@@3 O

!

>9;F$=MF9.R;C.;9>

A

;9I;0;F

T

/./EH/>CMB!+*I

T

?CE]

T

R.9;*

B.0QSE0S>09C;9.E0

!

.0HF;BB;9.E0

!

;0?C./VEH9

TA

>!?.;*

<>9>/B>FF.9M/

&

%

'

$Q./=;CV>C/

!

!"&(

!

(+

"

(

#(

&'1*&)($

&

!1

'尹秀梅!游娜!缪珩!等
$

补充维生素
Q

对肥胖或糖代谢异

常患者胰岛素抵抗及血糖改善效果的
B>9;

分析&

%

'

$

中

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

!

(!

"

'

#(

,,(*,,1$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

&

' 赵超美!刘涛!王浩宇!等
$

心力衰竭患者静脉血栓形成风

险预测因素探讨&

%

'

$

西部医学!

!"&&

!

!(

"

(

#(

##'*#+"$

&

!

' 赵月霞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的调查分析

及护理对策&

%

'

$

国际护理学杂志!

!"")

!

!'

"

1

#(

'''*')"$

&

(

' 王丹丹!邢倩倩!刘睿茜!等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合并脑卒

中的研究进展&

%

'

$

中国医药!

!"&,

!

&&

"

(

#(

##'*#+!$

&

#

' 霍立顺
$

慢性心力衰竭与血栓栓塞的研究现状&

%

'

$

华北

煤炭医学院学报!

!"&&

!

&(

"

#

#(

#'(*#'+$

&

+

' 易继龙!卢志刚
$

长春西汀注射液对脑梗死并发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炎症因子的影响&

%

'

$

医药导报!

!"&#

!

((

"

!

#(

!&"*!&!$

&

,

' 汤献文!布艾洁!王晓峰
$

不同民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

栓前状态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研究&

%

'

$

中国医药指南!

!"&!

!

&"

"

!,

#(

!!'*!("$

&

1

' 赵利!郭玉君
$

娜几娜*吾格提!等
$

新疆维吾尔族居民饮

食特点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相关性研究&

%

'

$

新疆医科大

学学报!

!"&,

!

()

"

&&

#(

&(11*&('&$

&

'

' 刘纪强!朱江波!李娟!等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深静脉血栓

形成患病率的临床观察&

%

'

$

中国误诊学杂志!

!"&!

!

&!

"

&,

#(

#&,'*#&,)$

&

)

' 唐玉兰
$

老年心力衰竭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

护理&

%

'

$

心脑血管病防治!

!"")

!

)

"

(

#(

!()*!#"$

&

&"

'何文俊!张涛!蒋学俊!等
$

炎症因子与慢性心力衰竭&

%

)

JQ

'

$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

!

+

"

!

#(

#+1*#,"$

&

&&

'庹田!张欣
$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尿酸和炎症因子水

平变化及相关性分析&

%

'

$

西南国防医药!

!"&+

!

!+

"

,

#(

,#'*,+"$

&

&!

'迪丽达尔*希力甫!阿米娜*阿迪力!赵龙!等
$

老年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高尿酸血症及高凝状态的相关性分析&

%

'

$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09%:;<=>?

!

@>

A

9>B<>C!"&'

!

DEF$()

!

5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