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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妇女凝血功能及D二聚体检测临床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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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凝血与纤溶系统之问的动态平衡形成凝

血系统的完整性，妊娠不同阶段有其特殊的生理

特性以适应胎儿的生长发育及分娩。妊娠妇女血

液轻度高凝状态为生产安全的保护因子，但过度

高凝会导致产妇出现早产。动脉血乳酸水平已被

证实对判断危重症患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

妊娠并发症⋯具有应用价值。因此，对妊娠期尤

其妊娠晚期凝血与纤溶指标的监测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1资料与方法

以本院2009年1月一2011年12月246例

妊娠期妇女为研究对象，根据妊娠不同阶段分为

3组，其中早孕组(0～13周)67例，年龄21～33

岁，平均(26．9±3．9)岁，平均孕周(6．3±2．7)周；

中孕组(14～27周)86例，年龄22～35岁，平均

(27．5±4．5)岁，平均孕周(19．7±4．2)周；晚孕组

(≥28周)52例，年龄21～32岁，平均(26．1±

3．7)岁，平均孕周(35．8±2．2)周。选择非妊娠期

正常体检妇女68例为对照组，年龄21～33岁，平

均(25．9±4．1)岁。各组年龄构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均

无血栓性及出血性疾病病史，肝肾功能正常，1个

月内未使用阿司匹林、避孕药等对凝血、纤溶系统

有影响药物。

分别测定4组凝血酶原时间(盯)、部分活化
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1vr)、纤维蛋

白原(FIB)及纤溶指标D二聚体(D—D)。受试

者清晨空腹取血2 mL，枸橼酸钠1：9抗凝，离心

分离血清(3 000 r／min离心15 min)，町、APTT、
TT、FIB在2 h内检测完毕，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为

SysmexCA一1500(日本)，试剂由厂家配套提供，

D—D试剂由宁波美康生物有限公司提供，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为HITACH7600(日本)，所有测定

均在质控保证当日结果有效性情况下进行。

2结 果

2．1 4组凝血及纤溶指标比较

4组凝血及纤溶指标经方差分析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SNK法两两比较，凝血及纤溶

指标对照组、早孕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其他任意2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早孕组、中孕组、晚孕组盯、APl了、1vr依次缩
短，FIB、D—D依次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4组凝血及纤溶指标比较(；±S)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早孕组比较．#P<0．05；与中孕组比较，Ap<0．05。

2．2凝血及纤溶指标正常组与异常组孕妇妊娠 发生不良妊娠结局24例，发生率为15．3％，2组

不良结局发生率比较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经卡方检验分析，差异有统

凝血及纤溶指标正常组共发生不良妊娠结局 计学意义(P<0．05)，凝血及纤溶指标异常组不

6例，发生率为6．7％，凝血及纤溶指标异常组共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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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凝血及纤溶指标正常组与异常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n)

3讨论

妊娠期体内各种激素水平发生变化，尤其雌

激素水平明显增高。雌激素可促进机体凝血因

子、纤维蛋白原生成增加，抗凝血酶水平下

降[2_3]，导致妊娠期间孕妇血液的高凝状态，血

液轻微高凝对维持胎膜完整、产后的迅速止血及

子宫内膜再生有积极的作用14 J，为生理保护性机

制。近年临床关于妊娠期重度凝血与妊娠不良结

局的研究逐渐增多，有学者认为妊娠期重度凝血

与DIC、妊高征、巨大儿、早产等关系密切15—71，

病理性血液高凝状态倾向于血栓形成E8]，对妊娠

晚期凝血与纤溶指标的监测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T、APll、TT为临床检测凝血功能的常规

性指标，PT、APTT分别反映机体外源性凝血因

子(凝血因子I、Ⅱ、V、Ⅶ、X)、内源性凝血因子

(凝血因子Ⅶ、Ⅸ、Ⅺ、Ⅻ)的水平，1vr反映机体纤

维蛋白异常及抗凝物质是否存在例9，与正常非妊

娠妇女比较，早孕期孕妇盯、APTT、1vr不支持
有统计学差异，中孕期PT、APlvr、TT时间开始

缩短，晚孕期时间缩短更为显著，表明孕妇随孕周

的增加、临产的接近，机体内凝血因子活性均出现

升高。有研究显示lloj，妊娠晚期凝血因子Ⅶ可

升高10倍左右，Ⅷ和X因子也可达正常的1～3

倍。FIB、D～D为反映机体纤溶、凝血功能指

标111’12I，在本研究中，中孕组、晚孕组出现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B由肝脏合成，为纤维蛋

白的前体物质[13j，其浓度升高可增加血液黏稠

度，细胞聚集性增强，易于血栓形成。D—D为铰

链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其水平升高提示机体血液

高凝状态及纤溶亢进ll 4j。

病理性高凝状态与不良妊娠结局有关¨㈠，

在所有研究对象凝血及纤溶功能正常及异常组的

比较中，凝血及纤溶功能异常组不良妊娠结局发

生率为15．3％，高于正常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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