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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患者血浆斈灢二聚体水平升高影响因素探讨
任庆远棻

  椲摘要椵 目的椇探讨骨折患者血浆斈灢二聚体棬斈灢斾旈旐斿旘棭升高及其影响因素暎方法椇采集棽棾椀例骨折患者的血
浆标本棳在斢旟旙旐斿旞斆斄灢椃棸棸棸型全自动血凝仪上采用胶乳增强的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棳并分析性别暍年龄
及病情严重程度与斈灢斾旈旐斿旘之间的关系暎结果椇骨折患者组斈灢斾旈旐斿旘增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性别与斈灢斾旈旐斿旘增高无关棬 椌棸灡棸椀棭暎年龄小于棽椀岁的骨折患者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增高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椈随着年龄的增加棳斈灢斾旈旐斿旘增高明显棳特别是大于椀棸岁的骨折患者其血浆斈灢
斾旈旐斿旘含量是对照组的椄暙棻棸倍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椉棸灡棸椀棭暎根据骨折部位暍伤情分轻暍中暍重棾度棳单纯闭合
性较轻微的骨折患者其斈灢斾旈旐斿旘变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棳随着骨折病情严重程度增加棳血浆斈灢
斾旈旐斿旘增高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尤其是肢体棽处及棽处以上骨折伴有血管损伤或脏器损伤的
严重骨折患者暎结论椇骨折患者应例行测定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棳对于年龄较大暍病情比较严重的骨折患者应特别注意
其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的升高棳及时抗凝棳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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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棶斖斿旚旇旓斾椇斝旍斸旙旐斸斈灢斾旈旐旐斿旘旍斿旜斿旍旙旓旀棽棾椀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旝斿旘斿斾斿旚斿斻旚斿斾旛旙旈旑旂旍斸旚斿旞斿旑旇斸旑斻斿斾旈旐旐旛旑斿
旚旛旘斺旈斾旈旐斿旚旘旈斻旐斿旚旇旓斾旓旑斢旟旙旐斿旞斆斄灢椃棸棸棸旚旟旔斿斸旛旚旓旐斸旚旈斻斺旍旓旓斾斻旓斸旂旛旍斸旚旈旓旑斸旑斸旍旟旡斿旘棳斸旑斾旚旇斿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
旂斿旑斾斿旘棳斸旂斿斸旑斾斾旈旙斿斸旙斿旙斿旜斿旘旈旚旟斸旑斾旚旇斿斈灢斾旈旐斿旘旝斿旘斿斸旑斸旍旟旡斿斾棶斠斿旙旛旍旚椇斝旍斸旙旐斸斈灢斾旈旐斿旘旍斿旜斿旍旙旈旑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
旂旘旓旛旔旝斿旘斿旙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旚旍旟旇旈旂旇斿旘旚旇斸旑旚旇斸旚旈旑旑旓旘旐斸旍斻旓旑旚旘旓旍旂旘旓旛旔棬椉棸灡棸椀棭棶斝旍斸旙旐斸斈灢斾旈旐斿旘旈旑斸旂斿旍斿旙旙旚旇斸旑棽椀
旟斿斸旘旙旓旍斾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旇斸斾旑旓旓斺旜旈旓旛旙旍旟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斻斿斻旓旐旔斸旘斿斾旝旈旚旇旑旓旘旐斸旍斻旓旑旚旘旓旍旂旘旓旛旔棬 椌棸灡棸椀棭棶斄旍旓旑旂
旝旈旚旇旚旇斿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旓旀斸旂斿棳斈灢斾旈旐斿旘旙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旚旍旟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斾棳斿旙旔斿斻旈斸旍旍旟旈旑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旓旍斾斿旘旚旇斸旑椀棸旟斿斸旘旙棬 椉棸灡棸椀棭棶斄斻灢
斻旓旘斾旈旑旂旚旓旚旇斿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旙旈旚斿棳旈旑旉旛旘旟旝斸旙斻旍斸旙旙旈旀旈斿斾旈旑旚旓棾斾斿旂旘斿斿旙棳旑斸旐斿旍旟旙旍旈旂旇旚棳旐斿斾旈旛旐斸旑斾旇斿斸旜旟棶斏旑旙旈旐旔旍斿
斻旍旓旙斿斾旙旍旈旂旇旚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棳旚旇斿斈灢斾旈旐斿旘斻旇斸旑旂斿旇斸斾旑旓旓斺旜旈旓旛旙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斻斿斻旓旐旔斸旘斿斾旝旈旚旇旇斿斸旍旚旇旟斻旓旑旚旘旓旍旙棶
斪旈旚旇旚旇斿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旓旀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旙斿旘旈旓旛旙斾斿旂旘斿斿棳旔旍斸旙旐斸斈灢斾旈旐斿旘旝斸旙旇旈旂旇斿旘旚旇斸旑斻旓旑旚旘旓旍旂旘旓旛旔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斿旙旔斿斻旈斸旍旍旟

棻山东省费县人民医院 棬山东临沂棳棽椃棾棿棸棸棭

椲椃椵 斢旇旈旐旈旡旛斎棳斦旚斸旐斸斄棳斚旑旑旈旐斸旍斸斘棳斿旚斸旍棶斖旓旍斿斻旛旍斸旘
斿旔旈斾斿旐旈旓旍旓旂旟旓旀斿旑旚斿旘旓旜旈旘旛旙椃棻旈旑旀斿斻旚旈旓旑旈旑旚旇斿斪斿旙旚灢
斿旘旑斝斸斻旈旀旈斻斠斿旂旈旓旑椲斒椵棶斝斿斾旈斸旚旘斏旑旚棳棽棸棸棿棳棿椂椇棽棾棻棴
棽棾椀棶

椲椄椵 斖斸旓斕斬棳斪旛斅棳斅斸旓斪斬棳斿旚斸旍棶斉旔旈斾斿旐旈旓旍旓旂旟旓旀
旇斸旑斾棳旀旓旓旚棳斸旑斾旐旓旛旚旇斾旈旙斿斸旙斿斸旑斾旂斿旑旓旚旟旔斿斻旇斸旘斸斻灢
旚斿旘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斉旑旚斿旘旓旜旈旘旛旙椃棻旈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棳斆旇旈旑斸椲斒椵棶斒
斆旍旈旑斨旈旘旓旍棳棽棸棻棸棳棿椆椇棻棸棸棴棻棸棿棶

椲椆椵 斕旈旛斪棳斪旛斢棳斬旈旓旑旂斮棳斿旚斸旍棶斆旓灢斻旈旘斻旛旍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旂斿灢
旑旓旐旈斻旘斿斻旓旐斺旈旑斸旚旈旓旑旓旀斻旓旞旙斸斻旊旈斿旜旈旘旛旙斄棻椂斸旑斾斿旑灢
旚斿旘旓旜旈旘旛旙椃棻斾旛旘旈旑旂斸旍斸旘旂斿旓旛旚斺旘斿斸旊旓旀旇斸旑斾棳旀旓旓旚棳
斸旑斾旐旓旛旚旇斾旈旙斿斸旙斿旈旑斆斿旑旚旘斸旍斆旇旈旑斸椲斒椵棶斝斕旓斢斚旑斿棳

棽棸棻棿棳棽椄棳椆椇斿椆椂棸椀棻棶
椲棻棸椵斱旇旓旛斊棳斔旓旑旂斊棳斪斸旑旂斅棳斿旚斸旍棶斖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斻旇斸旘斸斻灢

旚斿旘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斿旑旚斿旘旓旜旈旘旛旙椃棻斸旑斾斻旓旞旙斸斻旊旈斿旜旈旘旛旙斄棻椂旛灢
旙旈旑旂旚旇斿椀棫旛旑旚旘斸旑旙旍斸旚斿斾旘斿旂旈旓旑斸旑斾斨斝棻旘斿旂旈旓旑椲斒椵棶斒
斖斿斾斖旈斻旘旓斺旈旓旍棳棽棸棻棻棳椂棸椇棾棿椆棴棾椀椄棶

椲棻棻椵斱旇斸旑旂斮棳斪斸旑旂斈棳斮斸旑斈棳斿旚斸旍棶斖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斿旜旈斾斿旑斻斿
旓旀旔斿旘旙旈旙旚斿旑旚斿旔旈斾斿旐旈斻斸旑斾斿旜旓旍旛旚旈旓旑旓旀旙旛斺旂斿旑旓旚旟旔斿斅棻
斻旓旞旙斸斻旊旈斿旜旈旘旛旙斄棻椂灢斸旙旙旓斻旈斸旚斿斾旇斸旑斾棳旀旓旓旚棳斸旑斾旐旓旛旚旇
斾旈旙斿斸旙斿旈旑斆旇旈旑斸椲斒椵棶斒斆旍旈旑 斖旈斻旘旓斺旈旓旍棳棽棸棻棸棳棿椄椇
椂棻椆棴椂棽棽棶

棬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棿灢棸椀灢棻椂椈棽棸棻棿灢棸椄灢棻棾棭

暏棽棾棻暏



第棽期 任庆远棳等棶骨折患者血浆斈灢二聚体水平升高影响因素探讨

旚旇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旝旈旚旇旚旝旓斸旑斾棬旓旘棭旐旓旘斿旔旍斸斻斿旙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旙旓旘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斸旙旙旓斻旈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斾斸旐斸旂斿旓旘旙斿旘旈旓旛旙旀旘斸斻旚旛旘斿
斸斻斻旓旐旔斸旑旈斿斾斺旟旜旈旙斻斿旘斸旍旈旑旉旛旘旟棶斆旓旑斻旍旛旙旈旓旑椇斊旘斸斻旚旛旘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旙旇旓旛旍斾斺斿旘旓旛旚旈旑斿旐斿斸旙旛旘斿旔旍斸旙旐斸斈灢斾旈旐斿旘棶斏旚旙旇旓旛旍斾
旔斸旟旙旔斿斻旈斸旍斸旚旚斿旑旚旈旓旑旚旓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斾旔旍斸旙旐斸斈灢斾旈旐斿旘旍斿旜斿旍旓旀斿旍斾斿旘棳旙斿旘旈旓旛旙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棳旙旓斸旙旚旓旚斸旊斿旚旈旐斿旍旟斸旑旚旈灢
斻旓斸旂旛旍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旔旘斿旜斿旑旚斾斿斿旔旜斿旈旑旚旇旘旓旐斺旓旙旈旙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 斺旓旑斿旀旘斸斻旚旛旘斿椈斈灢斾旈旐旐斿旘椈旈旑旀旍旛斿旑斻斿旀斸斻旚旓旘旙

  骨折是一种创伤性疾病棳可损伤血管内皮细
胞棳进而激活血小板及内暍外源性凝血机制棳凝血
和纤溶功能发生变化棳容易引起出血或血栓的形
成棳使血液出现高凝状态棳易造成术后深静脉血
栓栓塞症棬斈斨斣棭和肺栓塞棬斝斉棭暡棻灢棽暢暎斈灢二聚体
棬斈灢斾旈旐斿旘棭是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酶的作用下水
解产生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棳其水平的升高反映高
凝状态和继发性纤溶亢进棳其含量变化可以作为
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标志性物质暡棾灢棿暢暎本
文着重观察了骨折患者血浆 斈灢斾旈旐斿旘升高的影
响因素棳现报告如下暎
棻 资料和方法
棻棶棻 研究对象

棽棸棻棸灢棸棻棴棽棸棻棽灢棻棽我院骨科收治的创伤性
四肢骨折患者棽棾椀例棳男棻棿椃例棳女椄椄例椈年龄
棻棾暙椃棿岁棳平均棿棿岁暎按年龄分成棾组棳其中棳
椉棽椀岁患者椃椂例棳棽椀暙椀棸岁患者椄椀例棳椌椀棸
岁患者椃棿例椈骨折的部位包括踝部暍足部暍胫腓
骨干暍股骨颈暍股骨粗隆暍肱骨暍髌骨等椈按照骨
折的严重程度分棾组棳轻度组为肢体单处闭合性
骨折椆椄例棳中度组为肢体单处开放性骨折椆棽
例棳重度组为肢体棽处及棽处以上骨折伴有血管
损伤或脏器损伤棿椀例暎近期无影响凝血功能的
服药史棳心暍肝暍肾功能正常棳排除女性月经期及
口服避孕药和其他血液疾病棳无其他并发症暎对
照组为我院健康体检者棻棾棸例棳男椂椄例棳女椂棽
例椈年龄棻椄暙椂棻岁棳平均棿椄岁棳常规检验及临床
检查均正常棳无血液系统疾病棳无外伤暎
棻棶棽 标本采集与处理

患者发生骨折入院后棽旇内抽取肘静脉血棻棶椄
旐旍棳置于美国斅斈公司生产的预置棸棶棽旐旍的棻棸椆
旐旐旓旍棷斕枸橼酸钠真空采血管中棬抗凝剂与血体积
比为棻︰椆棭棳混匀棳棾棸棸棸旘棷旐旈旑离心棻棸旐旈旑棳分离
乏血小板血浆用来检测斈灢斾旈旐斿旘棳棸棶椀暙棻棶棸旇内报
告结果暎对照组为每日椄椇棸棸暙椆椇棸棸抽取空腹肘静
脉血棳其余处理同上暎
棻棶棾 测定方法

采用胶乳增强的免疫比浊法测定斈灢斾旈旐斿旘棳在
斢旟旙旐斿旞斆斄灢椃棸棸棸型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进行棳并
使用配套的斈斸斾斿斅斿旇旘旈旑旂公司试剂棳严格按照试剂
说明和仪器操作手册进行检测暎
棻棶棿 统计学方法

使用斢斝斢斢棻棾棶棸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暎

检测结果以 暲 表示暎棽组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检验暎多个样本间均数比较采用氈棽 分析棳多个样
本均数间的两两比较采用斈旛旑旑斿旚旚检验棳 椉棸灡棸椀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 结果

骨折组与对照组血浆 斈灢斾旈旐斿旘测定结果见表
棻暎骨折组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棳轻
度骨折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棳但随着
骨折严重程度增加棳中暍重度患者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逐
渐增高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棬 椉棸灡棸椀 或 椉
棸灡棸棻棭棳不同程度的骨折组之间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

表棻 骨折组与对照组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测定结果
暲

分组 例数 斈灢斾旈旐斿旘棷旐旂暏斕棴棻
骨折组 棽棾椀 棸棶椆棾棿暲棸棶椂椆棽棭
 轻度组 椆椄 棸棶棽棻椆暲棸棶棾椀
 中度组 椆棽 棸棶椄椆椃暲棸棶椀椄棻棭
 重度组 棿椀 棽棶椀椂椂暲棸棶椂椀棽棭
对照组 棻棾棸 棸棶棻椆椀暲棸棶棾棾

  与对照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棳棽棭 椉棸灡棸棻暎

  不同年龄骨折患者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测定结果见
表棽暎椉棽椀岁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棳
但随着骨折患者年龄增加棳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逐渐增高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或 椉棸灡棸棻棭棳不同年
龄骨折组之间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

不同性别骨折患者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测定结果见
表棾暎可见骨折患者性别与血浆 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无
关暎

表棽 不同年龄骨折患者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测定结果
暲

分组 例数 斈灢斾旈旐斿旘棷旐旂暏斕棴棻
骨折组 棽棾椀 棸棶椆棾棾椂暲棸棶椂椆棽棭
 椉棽椀岁 椃椂 棸棶棽椀椀棸暲棸棶棾棾
 棽椀暙椀棸岁 椄椀 棸棶椀棾棾棸暲棸棶棿椄棻棭
 椌椀棸岁 椃棿 棽棶棸椆椀棸暲棸棶椂棻棽棭
对照组 棻棾棸 棸棶棻椆椀棸暲棸棶棾棾

  与对照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棳棽棭 椉棸灡棸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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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 不同性别骨折患者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测定结果
暲

性别 例数 斈灢斾旈旐斿旘棷旐旂暏斕棴棻
男 棻棿椃 椆棿棻棶椀暲椂椄棶椀
女 椄椄 椆棽椀棶椀暲棽棽棶椀

棾 讨论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棳血液中凝血系统与抗凝及

纤溶系统保持动态平衡暎骨折患者常有脂肪栓塞棳
当发生创伤性骨折后棳首先是大量的凝血酶原被激
活成凝血酶释放到血液循环中棳通过外源性暍内源
性凝血途径及共同凝血途径棳在斆斸棽棲作用下棳使大
量的纤维蛋白原转化成纤维蛋白棳使凝血系统处于
高凝状态暎此时棳血流缓慢棳血液黏稠度增高棳容易
形成血栓暎创伤性骨折也同时启动纤溶系统棳使纤
溶酶原被激活棳纤溶功能亢进暎这种先出现高凝后
出现纤溶亢进对患者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棳因为凝
血系统处于高凝状态时能消耗大量的凝血因子和

血小板棳使凝血过程逐渐减慢椈凝血系统处于纤溶
亢进时棳纤溶酶原被激活成纤溶酶而导致纤维蛋白
溶解棳使高凝状态所形成的血凝块能通过纤溶亢进
被溶解暍清除棳进而阻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发
生暎

斈灢斾旈旐斿旘是纤溶酶作用于交联纤维蛋白而形成
的特异的降解产物棳斈灢斾旈旐斿旘含量增高反映继发性
纤溶活性的增强棳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
亢进的分子标记物暡棿暢暎许多研究表明棳四肢骨折后
患者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明显升高棳这主要是因为骨
折后棳由于软组织暍血管内膜的广泛损伤棳激活内暍
外源凝血途径和血小板棳导致患者体内高凝状态暎
此外棳骨折后制动暍手术后卧床棳均可导致血流缓
慢暍流动异常棳局部缺血暍缺氧造成的血黏度增高棳
这些均有助于高凝状态或血栓倾向的形成暎

本文主要观察了性别暍年龄及病情严重程度对
斈灢斾旈旐斿旘升高的影响暎研究发现棳骨折患者性别与
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无关暎椉棽椀岁的骨折患者血浆
斈灢斾旈旐斿旘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棳随

着年龄的增长棳斈灢斾旈旐斿旘增高明显棳特别是椌椀棸岁
的骨折患者其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含量是对照组的椄暙棻棸
倍暎因为老年人血液凝固活性增高棳静脉壁纤维蛋
白活性降低棳静脉扩张而容易发生下肢静脉瘀滞棳
另外老年人常合并有肥胖暍高血压暍冠心病暍糖尿病
等疾患棳这也增大了血栓形成的概率暡椀暢暎本研究还
发现骨折的严重程度与斈灢斾旈旐斿旘的升高呈正比关
系暎单纯闭合性较轻微的骨折患者其斈灢斾旈旐斿旘变
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棳这说明在正常生
理条件下棳即使有少量凝血因子被激活或促凝物着
进入血液循环棳血液也不至于凝固棳因为有抗凝血
和抗纤维蛋白的平衡作用暎而一旦平衡被打破棳表
现为凝血活性增强棳就可能导致血栓形棳特别是下
肢斈斨斣棳这见于肢体两处及两处以上骨折伴有血
管损伤或脏器损伤的严重骨折患者暡椂暢暎

总之棳骨折患者斈灢斾旈旐斿旘阳性率较高是不争的
事实棳不应过于纠结暎而应关注因为什么升高棳增
高多少需要临床干预棬抗凝治疗棭暎对于年龄较大暍
病情严重的骨折患者棳应特别关注其血浆斈灢斾旈旐斿旘
的变化棳以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形成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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