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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观察妊娠糖尿病（ＧＭＤ ）产妇分娩前后母胎凝血功能的动态变化 。 方法 选取正常和ＧＭＤ产妇各４０

例 ， 检测血浆组织因子 （
ＴＦ） 、 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 （

ＴＦＰＩ） 、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
ｖＷＦ ） 、 纤维蛋白肽 Ａ

（
ＦＰＡ ） 、 Ｄ －二聚体

含量 。 结果 ＧＭＤ组ＴＦ 、 ＴＦＰＩ 、 ｖＷＦ 、 ＦＰＡ和Ｄ －二聚体含量在分娩时和分娩后 １ 、 ５ ｄ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
Ｐ＜０ ．０ １ ） ，

且其

胎儿脐血中各项指标亦高于正常组（
尸＜〇 ．〇 １ ） 。 结论 ＧＭＤ产妇及其胎儿抗凝功能和纤溶活性显著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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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
一种较为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 易 引起

患者心 、 肾功能的损害 ， 对神经脉管组织也会造成

不 同程度的破坏 （

１

］

。 妇女在妊娠前或妊娠期间 患上

糖尿病 ， 则会严重危害母婴健康 ， 现 已引起临床的

广泛重视 。 血栓前状态 （
ＰＴＳ

）也被称作血栓前期 ， 是

血管内皮细胞 、 凝血因子 、 血小板 、 抗凝血功能及

血液黏度等发生
一

系列病理性改变 ， 形成血栓的过

程 ， 对多个系统 、 器官造成不利的影响 。 近年 国 内

外研究表明 ， 检测 ＰＴＳ相关标志物 ， 有利于及早发

现血栓形成状况 ， 有助于防治血栓形成 。 本研究采

用ＥＬＩＳＡ方法分别检测妊娠糖尿病 （
ＧＭＤ

）孕晚期妇

女及正常妊娠晚期妇女分娩前后母 、 婴血浆中 的组

织因子（
ＴＦ

）
、 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 （

ＴＦＰＩ
） 、 血管性血

友病因子
（
ｖＷＦ

） 、 纤维蛋白肽 Ａ
（ＦＰＡ）和Ｄ －二聚体 （

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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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ｍｅｒ）的含量 ， 探讨ＧＭＤ母胎凝血功 能的改变在

ＰＴＳ中的作用 ， 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 １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 １ ６ 年 ３月 至２０ １ ７ 年２月 妊娠糖尿病女

性 ４０例作为 ＧＭＤ组 ，
均符合ＧＤＭ诊断标准 ， 年龄

２０
￣

４０岁 ， 平均孕周 ３ ９ ． ９周 ， 孕产次０
？

２次 ，
新生儿

平均体质量为 ３ ．０ １ｋｇ 。 同时选取我院产科同期正常

妊娠晚期孕妇４０例作为正常组 ， 年龄２ １
？３８岁 ， 平均

孕周 ３ ９ ．
５周 ， 孕产次 ０

￣

１次 ，
新生儿平均体质量为

３ ． １ ８ ｋｇ。 两组孕妇和胎儿无并发症 ，
且无肾 、 肝、

心脏及血液系统等病史 ，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 。

１ ． ２ 方法

两组研究对象分别在分娩时 （
包括胎儿脐血

）和产

后 １ 、 ５ｄ采集静脉血４ ． ５ｍＬ
，
加人含０ ．５ｍＬ枸橼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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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管中 ， 充分混匀 ，
３００ ０ｒ／ ｍ ｉｎ离心 １ ０ｍ ｉｎ

，
分

离出血浆 ， 置于 －

２０Ｔ保存待测 。 严格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操作 ， 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浆ＴＦ 、 ＴＦＰ Ｉ 、

ｖＷＦ
、 ＦＰＡ和Ｄ －ｄｉｍｅｒ

水平 。

１ ． 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应用 ＳＰＳＳ １ 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 土标准差表示 ， 采用 ｆ 检验及

单因素方差分析 ； 计数资料用 Ｘ

２

检验 。 以 户＜〇 ．〇 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２ 结果

ＧＤＭ组产妇分娩时和产后 １ 、 ５ｄ３个时 间段的

ＴＦ 、 ＴＦＰ Ｉ 、 ｖＷＦ
、
ＦＰＡ和Ｄ－

ｄ ｉｍｅｒＴ
ｌ
Ｃ平均显著高于正

常组 （
户＜０ ．０ １

）
。 两组产后 １ 、 ５ ｄ及其胎儿的ＦＰＡ含量

与分娩时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５
）
。 而分娩

后 ５ ｄ两组的 ＴＦＰ Ｉ 、
Ｄ－ｄｉｍｅｒ水平均显著高于分娩时

（
户＜０． ０ １

） ，
ＴＦ和 ｖＷＦ则显著低于 分娩 时 （

Ｐ＜０ ．０ １
）
。

ＧＤＭ组胎儿脐血的ＴＦ 、
ＴＦＰＩ 、 ｖＷＦ

、 ＦＰＡ和Ｄ－ｄ ｉｍｅｒ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胎儿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 １
） 〇 两组胎儿脐血的ＴＦ水平显著高于产妇分

娩时 ， 而ＴＦＰ Ｉ 、 Ｄ－ｄ ｉｍｅｒ和ｖＷＦ则明显低于产妇分娩

Ｂ寸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 １

）
。

表 １ 两组各项指标的 比较《
＝

４０ ）

组别 时间 ＴＦ／（ｎｇ ／Ｌ） ＴＦＰＩ％ｇ ／Ｌ ） ｖＷＦ／（Ｕ／Ｌ
）

ＦＰＡ／ （ｎｇ／Ｌ） Ｄ －ｄｉｍｅｒ／（
（

ｊ ．

ｇ
／Ｌ）

ＧＤＭｉａ 产妇 分娩时 ６５ ．７土 ６ ．０
ａ

１ １ １ ． ５± ６ ． ２

ａ

３１
２ １ ．４± １ ９６ ． ５

ａ

６ ８ ． ７± ４ ．９

ａ

２５４６．
１
±

１ ６８ ．４

ａ

产后 Ｉ ｄ ５２ ．６ ± ４ ．６

ａｂ

１ １２ ．
１± ６ ． ２

ａ

２ ３ ８４ ． ３ ± １ ７６ ．２

ａｂ

６９ ．９ ± ６ ． ３

ａ

３１ ３ ８ ．７ ± ３０ １ ．４
ａｂ

产后５ ｄ ５２ ． １ ± ５ ．８

ａｂ

１２６ ＿２± ７． ２

ａｂ

２３ １ １ ．４ ± １９ ６ ．４
ａｂ

７０
．９ ± ５ ．２

ａ

３２４５ ． ６ ± ３２４ ．７

ａｂ

胎儿 ８５ ．９ ± ６ ．９

ａ°

５８ ．６ ± ５ ．６

ａ＜ ：

１７２ １
．６ ±

１ ８０ ．３

ａ ｃ

６７ ． ４土 ４ ．６

ａ

２３ ８９ ．２ ± Ｉ５ ７ ．９

ａｃ

正常组 产妇 分娩时 ５ １ ．９ ± ４ ．９ ９ １ ． ９ ± ５ ． １ ２ ３ ８２ ． １ ±
１ ７９ ．７ ５ ０． ８ ± ３ ． ９ １５ ８ ７．６ ± １２ ９ ． ８

产后 Ｉ ｄ ４２ ．
１ 土 ３ ．３

ｂ

９２ ．３ 士 ５ ． ３ １５９ ８ ．９ ± １ ７９ ． １

ｂ

５ １
＿ １ ± ６ ． １ ２１ ０５ ．３ ± ２ ８９ ．８

ｂ

产后５ ｄ ４３ ．９ ± ４ ．９

ｂ

１ ０４ ． ５± ５ ． ８

ｂ

１５２ １ ．８ ± １ ８６ ．４
ｂ

５ １ ．７ ± ４ ．２ ２２ １ ３ ．４± ３ １ ４ ． ５
ｂ

胎儿 ７０ ．

１
± ５ ．７

ｅ

４０． ８土 ４ ．

１

ｅ

９０ １
． ８± １ ２０ ．４

ｅ

４９ ． ６± ２ ．２ １ ４０ １
． １ ± ２２６ ．３

Ｃ

相同 时段 ，
与正常组比较 ：

ａ

尸＜０ ．０ １
；
同 组产后与分挽时 比较 ： ＶｃＯ ．Ｏ ｌ

； 同组胎 儿与 产妇分娩时比较 ：

＂

ＰｃＯ ．Ｏ ｌ 。

３ 讨论

糖尿病是 由 多种 因素引起的
一

种常见的代谢性

疾病
， 其致病原因尚不十分明确 ， 但患者长期高血糖

极易损坏其心 、 肾功能 ， 对神经 、 血管组织也会造

成一定程度的损伤 。 而妇女在怀孕期间存在特定的

生理征象 ， 其中之一是凝血功能发生改变 ，
血液处

于高凝状态 ， 有血栓形成的倾 向 ， 这与 习 惯性流

产 、 死胎 、 胎儿发育不良 、 子痫前期等有关 ［

２
］

。 若

妊娠期 间 患上糖尿病 ， 则会加重原有 的征象 。 因

此 ，
检测妊娠糖尿病孕妇血栓前期标志物 ， 对及时

预防血栓形成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
３

］

。

ＴＦ是启动外源性凝血反应的因子 。
ＴＦｍＲＮＡ表

达在皮肤表皮 、 器官被膜及血管外膜 ，
未受损的血

管内皮和外周血细胞基本上不表达ＴＦ 。 熊钰等［

４
］研

究发现 ， 妊娠晚期孕妇血液中的ＴＦ水平显著升高 ，

与本研究结果
一

致 。

ｖＷＦ是
一

种大分子糖基化蛋白
，
主要由血管内皮

细胞合成 ， 是血管 内皮细胞受损的标志物 ， 在启 动

外源性凝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本研究发现 ，
两

组孕妇血中 ｖＷＦ水平升高的同时 ， ＴＦ亦同步升高 ，

提示妊娠晚期孕妇 的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 ，
ＴＦ大

量释放
，
孕妇处于高凝状态 。 正常妊娠晚期孕妇血

浆ｖＷＦ浓度升高
，
起到保护作用 ， 当胎盘剥离后可

增强止血效果 。 妊娠糖尿病妇女分娩时产后 １
、

５ｄ

的ＴＦ和ｖＷＦ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妊娠妇女 ， 这与长

期 的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有关。 ＧＤＭ患者血

浆内 ｖＷＦ水平上升 ， 表明内皮细胞损伤 ，
血小板被

过度激活 ， 使得凝血活性大大增强 ， 极易促使血栓

形成 ［

５
】

。

两组研究对象的ＴＦＰＩ及Ｄ－

ｄ ｉｍｅｒ在分娩时及产后

均表达较高水平 。 妊娠晚期孕妇处于高凝状态 ，
机

体的抗凝功能和纤溶活性亦显著增加 ， 保持着高水

平的动态平衡 。 而妊娠糖尿病患者 由于代谢紊乱 ，

高凝状态更显著 。 但是 ， 如果孕妇的出凝血时 间无

明显异常 ， 则在正常情况下很少形成血栓 。 本研究

中 ， 反映早期凝血功能的指标ＦＰＡ在两组孕妇妊娠

晚期及产后 １ 、 ５ｄ均无明显改变 。

本研究显示 ，
两组研究对象胎儿外源性凝血途

径的活性显著高于母体 ，
而抗凝活性却显著降低 ，

与熊钰等 ［

４
］报道的结果相近 ，

提示妊娠晚期孕妇处

于高凝状态 ， 而胎儿处于更明显的高凝状态 ， 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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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脐血更容易发生凝血这
一

现象相符 。 胎儿的这

种高凝状态可能是为 了防止分娩过程中胎儿损伤而

代偿性增高 ， 但这也增加 了发生新生儿中风等血栓

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 本文结果显示 ： 胎儿的血管内

皮细胞活性减弱 ， 提示胎儿的ＴＦ水平增高不是来 自

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 可能存在其他途径。

综上所述 ，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机体中有异常血

管 内皮受损现象 ，
抗凝功能和纤溶活性亦显著增

加 。 正常晚期妊娠妇女及其胎儿血液均处于高凝状

态
，
且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及其胎儿更为显著 。 当糖

尿病患者机体内血小板及纤溶系统发生功能性紊乱

时
，
会导致其相关指标改变 。 因此 ， 结合临床症状

对妊娠糖尿病妇女凝血功能进行监测 ，
发现问题及

早治疗
，
能有效降低孕母和胎儿的风险 ， 有利于母

婴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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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前期综合征患者外周血ＣＤ８
＋

ＣＤ２８１细胞 、 ＴＧＦ－

ｐ
ｉ 、 ＩＬ－

１水平检测

及其与心理应激的关系

黄 国伟 ， 郭跃文％ 欧阳晓红 （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产科 ， 广东佛山 ５２ ８３００ ）

摘 要 ： 目的 探索经前期综合征 （
ＰＭＳ ）患者心理应激与 £ 〇８

＋

０〇２８

＿

丁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的关系 。 方法 选取

５ ０例 ＰＭＳ患者 （
ＰＭＳ组

）
、 ３ ５例单纯焦虑 患者 （单纯焦虑组 ）

及 ３ ０例健康 女性 （
健康组

）
， 采 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外 周血

ＣＤ８

＋

ＣＤ２８

—

Ｔ细胞 、 ＴＧＦ －

ｐ ｉ及 ＩＬ
－

１ ０水平 ， 焦虑 自评量表 （
ＳＡＳ ）和抑郁 自评量表 （

ＳＤＳ ）检测心理应激程度 ， 并观察阿普唑

仑或维生素Ｂ ６治疗后变化 。 结果 与健康组 比较 ，

ＰＭＳ组和单纯焦虑组 ＣＤ８

＋

ＣＤ２８Ｔ细胞 、 ＴＧＦ
－

Ｐ
１水平降低

（
Ｐ＜０ ．０ １或

０ ．０５ ） ，
尤以 ＰＭＳ组更显著 。 ＰＭ Ｓ患者 ＣＤ ８

＋

ＣＤ２ ８

—

Ｔ细胞 、 ＴＧＦ
－

ｐ
ｉ水平与 ＳＡＳ评分呈显著负相关 （

Ｐ＜０ ．０ １ ） 。 ＰＭ Ｓ患者在

阿普唑仑或维生素Ｂ６治疗后ＣＤ８

＋

ＣＤ２ ８Ｔ细胞 、 ＴＧＦ－

ｐ ｌ及 ＩＬ
－

１
０水平均较治疗前回升（Ｐ＜０ ． ０ １ ） 。 结论 ＰＭ Ｓ患者的焦虑

状态与ＣＤ８

＋

ＣＤ２ ８
＿

Ｔ细胞 、 ＴＧＦ－

ｐ
ｉ水平降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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