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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ＡＴ３、ＰＣ、ＰＳ 水平与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发病

的相关性分析

李相磊

【摘要】 　 目的　 血浆 ＡＴ３、ＰＣ、ＰＳ 水平与静脉血栓栓塞症(ＶＴＥ)患者发病的相关性研究ꎮ 方法　 选

取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１７０ 例 ＶＴＥ 患者作为观察组ꎬ对其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另选取同时期本院进行全身体检的 １００ 例健康人员作为正常对照组ꎬ比较两组人员 ＡＴ３、ＰＣ、ＰＳ 遗传因

素、血浆水平和活性的差异ꎮ 结果　 两组患者遗传性危险因素对比分析ꎬ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无抗凝蛋白

缺乏现象ꎬ观察组 ＰＳ 缺乏情况最多ꎬ占比 ２０.６％ꎬ除“ＰＳ、ＡＴ３ 同时缺乏”项外ꎬ其它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ꎬ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比较两组人员血浆 ＡＴ３、ＰＣ、ＰＳ 水平ꎬ结果显示观察组三项指标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ꎬ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两组血浆 ＰＣ 及 ＰＳ 活性比较ꎬ观察组较对照组活性均明显降低降

低ꎬ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对三个危险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性分析ꎬ发现血浆 ＰＳ、ＡＴ３ 的活性与

ＶＴＥ 的发生呈现负相关ꎬ即随着血浆 ＰＳ、ＡＴ３ 的降低ꎬＶＴＥ 发生的几率升高ꎬ而 ＰＣ 的改变对 ＶＴＥ 的发生

无明显影响ꎮ 结论　 血浆 ＡＴ３、ＰＣ 及 ＰＳ 水平与 ＶＴＥ 的发生呈负相关性ꎬ其血浆水平的降低是导致 ＶＴＥ
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ꎬ监测其血浆水平的变化对于预防和诊断 ＶＴＥ 有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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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Ｔ３ꎻ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Ｃꎻ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Ｓꎻ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静脉血栓栓塞症(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ꎬＶＴＥ)是一

种常见的隐匿性疾病ꎬ具有非常高的病死率及复发率ꎬ已成为

医学界广泛关注的疾病[１] ꎮ ＶＴＥ 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ꎬ即肺

栓塞以及深静脉血栓[２] ꎮ 在西方国家ꎬＶＴＥ 的发病率显著高

于中国ꎬ其致死率仅仅低于肿瘤[３] 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ＶＴＥ
发生的原因除了肿瘤、感染、外伤、妊娠等相关获得性因素外ꎬ
遗传性因素以及获得性抗凝蛋白缺陷也会导致抗凝系统的平

衡被打破ꎬ最终导致血栓的形成[４] ꎮ 本研究为探究血浆抗凝

血酶(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３ꎬＡＴ３)、蛋白 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ꎬＰＣ)、蛋白 Ｓ

　 　 作者单位:４７５００１ 河南ꎬ开封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ꎬＰＳ)水平变化与 ＶＴＥ 患者发病率的相关性ꎬ特选取

ＶＴＥ 病例资料做回顾性研究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本院接受

治疗的 ＶＴＥ 患者 １７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ꎬ对其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ꎮ 其中男性 ９４ 例ꎬ女性 ７６ 例ꎬ年龄 １９~ ８１ 岁ꎬ平
均年龄(５６.７±１６.２)岁ꎮ 另选取同期来本院进行体检的 １００
例健康人员血样作为对照组ꎬ其中男性 ５０ 例ꎬ女性 ５０ 例ꎬ年
龄 １８~７６ 岁ꎬ平均年龄(５５.８±１６.３)岁ꎮ 两组人员在性别比例

以及年龄分布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观察组人员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１)符合 ＶＴＥ

２７２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９ 卷第 ３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３



的临床诊断标准ꎻ(２)无精神疾病ꎬ有良好的治疗依从性ꎻ(３)
无严重的肝肾疾病及恶性肿瘤ꎮ 排除标准:(１)预计生存期

小于 ６ 个月的患者ꎻ(２)妊娠、哺乳等特殊生理时期的患者ꎻ
(３)存在严重感染ꎬ或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ꎮ

３.标本采集及检测:应用一次性血凝真空管抽取两组人

员每人静脉血 ２ ｍｌꎬ并对 ＨＣＴ<０.２５ 或>０.５５ 者按 ＭａｃＧａｎｎ 公

式调整抽血量ꎮ 所采血样使用北京医疗离心机厂 ＬＤ－４ 型离

心机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所有样本自采血后 ２ ｈ 内检测

完成ꎮ 将未能及时检测的血浆标本放置于－８０ ℃的冰箱中保

存ꎬ使用前放置 ３７ ℃水浴箱中复溶 １ 分钟ꎮ 所用检测仪器为

日本 ＳＹＳＭＥＸ ＣＡ７０００ 全自动凝血仪ꎬ检测试剂由西门子公

司提供ꎮ 采用发色底物法(原理:首先人工合成可以被待测

凝血活酶催化裂解的化合物ꎬ且化合物连接上产色物质ꎬ在检

测过程中产色物质可被解离下来ꎬ使被检样品中出现颜色变

化ꎬ根据颜色变化可推算出被检凝血活酶的活性ꎮ 对血清

ＰＣ、ＰＳ、ＡＴ３ 活性进行检测ꎬ严格按照 ＳＯＰ 文件操作ꎮ
４.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计量数据用(ｘ±ｓ)表示ꎬ应用 ｔ 检验进

行分析ꎮ 影响因素的分析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法进行处

理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人员遗传性危险因素的对比分析:正常对照组无

ＰＣ、ＰＳ、ＡＴ３ 这三种抗凝蛋白缺乏现象ꎻ观察组 ＰＳ 缺乏比率

最高ꎬ占比高达 ２０.６％ꎬ除“ＰＳ、ＡＴ３ 同时缺乏”项外ꎬ其他指

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人员遗传性危险因素的对比分析 ｎ(％)

抗凝蛋白检测结果
观察组阳性

(ｎ＝ １７０)
对照组阳性

(ｎ＝ １００)
χ２ Ｐ

ＰＣ 缺乏 １７(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６７２ ０.００２
ＰＳ 缺乏 ３５(２０.６)∗ ０(０) ２３.６５５ ０.０００
ＡＴ３ 缺乏 ２６(１５.３)∗ ０(０) １６.９２４ ０.０００
ＰＣ、ＰＳ 同时缺乏 ６(３.５)∗ ０(０) ３.６０９ ０.０００
ＰＣ、ＡＴ３ 同时缺乏 ５(２.９)∗ ０(０) ２.９９７ ０.０００
ＰＳ、ＡＴ３ 同时缺乏 ２(１.２) ０(０) １.１８５ ０.２７６
ＰＣ、ＰＳ、ＡＴ３ 同时缺乏 ５(２.９)∗ ０(０) ２.９９７ ０.０００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ꎬＰ<０.０５

　 　 ２.两组人员血浆 ＡＴ３、ＰＣ、ＰＳ 水平的对比:对比两组血浆

ＡＴ３、ＰＣ、ＰＳ 值ꎬ结果显示观察组三项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ꎬ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人员血浆 ＡＴ３、ＰＣ、ＰＳ 水平的对比(ｘ±ｓ)
组别 ｎ ＡＴ３ ＰＣ ＰＳ

观察组 １７０ ８２.８±１５.３∗ ９９.７±２６.６∗ ８９.２±２７.３∗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０９.３±９.９ １１０.８±１２.６ １０４.２±１２.８
ｔ １５.５０９ ６.１３２ ５.１６７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ꎬＰ<０.０５

　 　 ３.两组患者 ＰＣ、ＰＳ 活性异常率的比较:就 ＰＣ、ＰＳ 活性而

言ꎬ对照组与检测前样本相比无任何活性降低的情况ꎬ观察组

活性降低率较高ꎬ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ꎬＰ<０.０５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两组患者 ＰＣ、ＰＳ 活性异常率的比较 ｎ(％)
组别 ｎ ＰＣ 活性降低 ＰＳ 活性降低 ＰＣ、ＰＳ 活性均降低

观察组 １７０ ３３(１９.４)∗ ４４(３０.９)∗ １９(１１.２)∗

对照组 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χ２ ２２.１１５ ３０.９２１ １２.０２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ꎬＰ<０.０５

　 　 ４.ＡＴ３、ＰＳ、ＰＣ 三组指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性分析:对三个因素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性分析ꎬ结果可以发现 ＰＳ、ＡＴ３ 活性的改变

是造成 ＶＴＥ 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ꎬ二者呈明显负相关ꎬ即随

着 ＰＳ、ＡＴ３ 活性降低ꎬＶＴＥ 形成几率升高ꎬ而 ＰＣ 则对 ＶＴＥ 的

形成影响不明显ꎮ 见表 ４ꎮ
　 　 讨论　 ＶＴＥ 是一种常见的隐匿性较强的疾病ꎬ其发生机

制较复杂ꎬ发病过程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体内诸如血小板、抗
凝因子以及纤溶酶等指标发生明显的变化ꎮ 随着医学的不断

发展ꎬ血液中相关抗凝物质在 ＶＴＥ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５] ꎮ 有报道显示ꎬ血浆中 ＰＳ、ＰＣ 以及 ＡＴ３ 的活

性直接影响到抗凝以及溶纤的效果ꎬ当其活性减弱时ꎬ会直接

降低纤溶和抗凝的作用ꎬ导致血液一直处于高凝状态ꎬ从而致

使血栓形成[６] ꎮ 因此ꎬ探讨 ＶＴＥ 的主要危险因素ꎬ对于该病

的预防和治疗均尤为重要ꎮ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ＶＴＥ 患者病例资料ꎬ与健康人血

样进行对比ꎬ发现 ＰＣ 系统是导致 ＶＴＥ 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ꎮ
ＰＣ 系统是人体抗凝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而 ＰＣ 蛋白和

ＰＳ 蛋白是 ＰＣ 系统的主要抗凝蛋白ꎬＰＣ 蛋白在凝血酶－血栓

调理蛋白复合物的作用下ꎬ转化成活化蛋白 Ｃꎬ具有很强的抗

凝活性ꎬ可促使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纤溶酶原激活物ꎬ从而达到

抗凝和溶纤的作用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观察组患者的血浆 ＰＳ
活性和 ＰＣ 活性均要显著低于对照组ꎬ这说明了 ＰＣ 和 ＰＳ 在

ＶＴＥ 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７] ꎮ 造成二者活性降

低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ꎬ一方面是在 ＶＴＥ 的发病过程中需要

将凝血因子灭活ꎬ导致了 ＰＳ、ＰＣ 大量被消耗ꎬ从而呈现消耗

性的降低ꎮ 另一方面ꎬ某些患者可能存在先天性的抗凝蛋白

缺陷ꎬ这也是 ＰＳ、ＰＣ 活性较低的主要原因[８] ꎮ 本研究还发

现ꎬ对于 ＰＳ、ＰＣ 以及 ＡＴ３ 活性的检测ꎬ对照组无一例异常ꎬ而
观察组异常检出率较高ꎮ 这提示了抗凝蛋白缺陷对于 ＶＴＥ
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有研究发现ꎬＰＳ 单独存在的

时候也具有抗凝活性ꎬ其除了辅助 ＰＣ 进行抗凝作用外ꎬ还能

够在锌离子的协同作用下ꎬ降低凝血因子的活化ꎬ从而达到抗

凝作用[９] ꎮ 这与本研究中 ＰＳ 因子活性与 ＶＴＥ 的发生呈明显

负相关的结果大致相符ꎮ 此外ꎬ对本研究结果进行分析ꎬ还发

现 ＰＳ、ＰＣ 活性异常的发生率并未超过总病例的 ５０％ꎬ说明这

不是导致 ＶＴＥ 发生的根本因素ꎬ该病的发病原因较为复杂ꎬ
存在其他多种因素的参与[１０] ꎮ 因此ꎬ在临床对于 ＶＴＥ 的诊

断中ꎬ应排除其他相关危险因素ꎬ使得 ＰＳ、ＰＣ 在临床诊断中

具有更高的特异性ꎮ
综上所述ꎬ血浆 ＡＴ３、ＰＣ 和 ＰＳ 水平与 ＶＴＥ 的发生有直

接相关性ꎬ是导致 ＶＴＥ 发生的危险因素ꎬ监测其水平的变化

对于 ＶＴＥ 的预防和诊断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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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ＡＴ３、ＰＣ、ＰＳ 三组指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性分析

组别 回归数 标准误 卡方值 Ｐ 值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４.２８５ ０.０３８ １.９７５ ０.９５２－１.９９９
ＰＣ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１.１８５ ０.２５８ ０.６５３ ０.２９３－０.９１６
ＡＴ３ －０.１１０ ０.０２４ ２１.１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５ ０.８５４－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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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下经皮微创附加伤椎内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

的临床疗效分析

金中行　 徐宏光　 刘晨　 王效　 沈阳　 葛鑫　 徐子昂

【摘要】 　 目的　 分析经皮微创内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的临床疗效ꎮ 方法　 选取我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收治的胸腰椎骨折患者 ３８ 例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ꎬ每组各 １９ 例ꎮ 给予对

照组传统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ꎬ研究组患者接受经皮微创内固定治疗ꎬ比较两组术中和术后恢复指标、术
后影像学指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情况ꎮ 结果　 导航下经皮微创内固定术治疗明显降低其手术时间与术中

出血量ꎬ减少 Ｘ 线暴露时间与住院治疗时间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两种治疗方式均能改善患者椎体前缘高

度比值、后凸 Ｃｏｂｂ’ｓ 角ꎬ研究组改善效果显著ꎬ相比对照组更佳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微创组降低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ꎬ预后效果更佳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经皮微创附加伤椎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骨折具有较好的治疗

效果ꎬ能明显改善患者骨折状况ꎬ并发症少ꎬ安全性较高ꎬ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ꎮ
【关键词】 　 经皮微创ꎻ　 胸腰椎ꎻ　 脊柱骨折ꎻ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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