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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D- 二聚体检测在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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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血浆 D- 二聚体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中的诊疗价值。方法：用 SYS MEX CA2 15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

测 185 例可疑为 DVT 患者及 60 例健康体检者血浆中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D- 二聚体水平，比较其 D- 二聚体水平与健康体检组的

差别。结果：60 例健康体检者及 185 例疑似 DVT 患者中 18 例患者血浆 D- 二聚体含量 < 临界值，经下肢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证

实无一例患有 DVT；167 例患者血浆 D- 二聚体含量≥临界值 ,经下肢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证实 DVT 患者 150 例,D- 二聚体检测

DVT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期值、阴性预期值分别为 100%、51.43%、89.82%、100%。结论：血浆 D- 二聚体检测具有快速、经济、
无创、可动态监测等优点，可以作为 DVT 诊断的排除试验,值得在临床检验诊断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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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lasma D-dimer in diagnose and treatment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Methods: SYS MEX CA2 1500 automated coagulation analyze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lasma 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 D-dimer levels
of 185 cases of patients suspected of DVT and 60 healthy subjects. Compared the D-dimer levels of patients with the healthy group. Results:
Among the 60 cases of healthy persons and 185 cases of suspected DVT patients, 18 patients had plasma D-dimer levels < critical value;
but they were confirmed not suffered from DVT by the lower extremit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mong the other 167 cas-
es whose plasma D-dimer level≥ critical value, 150 cases were confirmed having DVT by the lower extremit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D-dimer test for DVT were respective-
ly 100%, 51.43%, 89.82 % and 100%. Conclusion: Plasma D-dimer test is rapid, economic, non-invasive, dynamic monitoring, etc., thus
it could be applied as exclusion test in diagnosis of DVT and worth of popularization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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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血管外科最为常见的静脉

性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在我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有报道

D- 二聚体检测在 DVT 诊断中阴性预测价值较高，本文对 2006
年 1 月 -2011 年 3 月收治的 185 例疑似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患者血浆 D- 二聚体检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

血浆 D- 二聚体检测在 DVT 诊断中的价值和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共选取 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在自治区人民医院住

院患者中疑似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共 185 例，男 76 例，女

109 例，平均年龄（34.9±13.6）岁，病程 3 小时 ~20 年，临床表

现为下肢疼痛、行走困难、下肢肿胀，两侧肢体踝上周径、膝下

15cm 周径、膝上 15cm 周径相差超过 2cm，病史中下肢静脉曲

张 4 例，糖尿病及高血压患者 45 例，长期卧床病人 2 例，产后

患者 12 例，无明确诱因 122 例, 所有患者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检出病变肢体 202 条 ，左下肢 146 条，右下肢 56 条。
1.2 试剂与方法

患者于入院 24 h 内检测血浆 D- 二聚体浓度, 采用免疫比

浊法, 使用 STA-R 全自动血凝仪(STAGO,法国)，由法国 STA-
GO 公司提供 STA-Liatest D-Di 试剂盒; 血浆 D- 二聚体浓度超

过正常参考范围（<350 μg/L）则为阳性。同时进行下肢静脉超

声检查 , 使用 Philips En Visor C 双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Philips，荷兰）, 探头频率为 5.0～7.5 MHz。受检者取仰卧位和

俯卧位, 观察股静脉、腘静脉、胫后静脉、胫前静脉、大隐静脉及

小隐静脉的血管壁、内膜光滑程度、管腔内结构及管径大小, 彩

色血流充盈情况及频谱多普勒流速曲线，及时准确记录病变部

位、血栓大小、形态、类型及阻塞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之间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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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率采用四格表卡方检验，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D- 二聚体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检测结果

本组 185 例疑似 DVT 组患者中有 167 例患者 D- 二聚体

水平高于临界值，经下肢彩色多普勒证实为 DVT 的 150 例患

者血浆中 D- 二聚体水平升高明显，18 例 D- 二聚体水平低于

临界值患者均排除 DVT 可能，60 例健康体检者血浆 D- 二聚

体水平均低于临界值（P＜0.01），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疑似 DVT
组与健康体检组 D- 二聚体含量有显著差异，D- 二聚体含量明

显高于正常组（见表 1）。

Note :P＜0.01，Suspected DVT group compared with Healthy group

表 1 D- 二聚体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检测结果

Table1 D-dimer for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f the test results

Group D-dimer（ug/L） t-value P value

Suspected DVT group（n=185） 2268.38±1800.00 16.18 P<0.01

Healthy group（n=60） 123.77±58.00

2.2 D- 二聚体与彩色多普勒检查对比结果

经彩色多普勒证实为 DVT 的患者血浆中 D- 二聚体水平

均升高,以 D- 二聚体 >350μg/L 为阳性为分界值,计算 D- 二聚

体检测的敏感性 a/（a+c） 和特异性 d/（b+d） 分别为 100%、
51.43%；阳性预测值 a/（a+b）、阴性预测值 d/（c+d） 分别为

89.82%、100%（见表 2）。

表 2 D- 二聚体与彩色多普勒检查对比结果

Table 2 D-dimer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color Doppler

D-dimer
Color Doppler

Total
DVT（+） DVT（-）

（+） 150（a） 17（b） 167（a+b）

（-） 0（c） 18（d） 18(c+d)

Total 150(a+c) 35(b+d) 185

3 讨论

3.1 D- 二聚体的产生

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内存在凝血、抗凝血及纤溶系统, 凝血、
抗凝血系统处于动态平衡使得人体血管内血液保持液体状态，

该动态平衡紊乱时，若凝血系统占优势，机体内纤维蛋白原在

凝血酶作用下形成交联纤维蛋白,导致血小板和红细胞的异常

凝聚,出现异常凝血（血栓形成），在凝血过程的同时 ,纤溶系统

也被激活 ,生成纤溶酶 ,其可降解交联纤维蛋白，交联纤维蛋白

在降解过程中生成若干种多聚体, D-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

的降解产物, 其形成过程为纤维蛋白原在凝血酶的作用下,从
α链及β链依次脱去多肽 A 和多肽 B, 形成纤维蛋白Ⅰ和纤

维蛋白Ⅱ,纤维蛋白在因子 XⅡ的作用下交联在血管壁上,并被

活化的纤溶酶裂解而产生各种 FDP 碎片。由于 r 链的交联,便
产生了包含 r 链相连的 2 个 D 片段,即 D- 二聚体，其相对分子

质量为 18 万道尔顿 , 体内半衰期为 8 h,D- 二聚体是纤维蛋白

降解产物中的最小片段,是反映凝血及纤溶活化的特异性分子

标志物，D- 聚体含量增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1-3]。
3.2 研究显示血浆 D- 二聚体水平在许多疾病中都会出现变化

DIC、脑栓塞、肢体栓塞、肺栓塞、骨折早期并发的脂肪栓

塞综合征、变态反应炎症等病理过程中发生的局部组织小血管

栓塞等, 这些栓塞性疾病发生时，D- 二聚体可出现不同程度的

增高。冠心病、心肌梗死时粥样斑块破溃、粥样斑块内或其下发

生出血或持续性痉挛,使冠状动脉完全闭死,这时患者体内可能

处于高凝状态,可使患者 D- 二聚体升高。癌瘤组织本身含有促

凝活性及纤溶活性成分,可致血凝和纤溶的异常。有研究表明,
恶性肿瘤初治组、难治转移组、治疗缓解组的 D- 二聚体含量明

显增高, 治疗缓解组的 D- 二聚体水平有不同程度下降但仍高

于正常水平, 说明 D- 二聚体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显著

相关。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以引起

全身多脏器损害,常伴发血栓形成等凝血、纤溶异常状态。有试

验结果显示 SLE 患者血浆 D- 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与疾病活动评分呈正相关[4]。妊高征患者由于小动脉痉挛、胎血

缺血、绒毛坏死、凝血因子活动增强,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可导致

血管内凝血，在凝血的同时,激活体内纤溶系统,继发性纤溶活

动也开始,使血中 D- 二聚体含量明显升高。对妊高征患者血浆

D- 二聚体的测定结果表明, 妊高征患者的 D- 二聚体含量高于

正常晚孕妇女,而且随病情的发展明显升高[5-7]。有实验表明,肝
炎患者的血浆中,大部分有 D- 二聚体含量升高,不同类型的肝

病患者 D- 二聚体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慢性肝炎、急性肝炎

轻度升高,重症肝炎、肝硬化、肝癌明显升高,说明 D- 二聚体 含

量的升高幅度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病情愈重升幅愈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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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高凝状态及血液流变学的改变,可加重血液循环障碍,
促进微血栓形成,加速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和发展,若能及

早发现高凝状态及血液流变学的改变,早期治疗加以控制血糖,
可以延缓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定期检测糖尿病患者的血浆

D- 二聚体水平,有利于观察糖尿病病情和判断并发症的发生和

发展[9]。以上疾病均可见患者血浆 D- 二聚体水平的升高，因此,
血浆 D- 二聚体检测水平高于临界值并不能预测为某种特异性

疾病,而只能说明被检查者经历过或正在发生血管内凝血和纤

维蛋白溶解过程。
3.3 D- 二聚体可作为疾病的排除标准

循证医学研究表明 , 敏感性较高的 D- 二聚体定量检测方

法结合临床表现可有效排除 DVT ,但鉴于 DVT 发生的基础病

如恶性肿瘤、骨折、严重感染、脓毒血症等都有 D- 二聚体升高 ,
因此导致 D- 二聚体对 DVT 诊断的特异性不高而主要用于

DVT 的排除[10-12]。薛文成等[13]用 Liatest 法检测了 58 例 DVT 患

者 D- 二聚体含量，其阳性率达 98. 3 % ,认为 D- 二聚体可作为

排除 DVT 首选试验。D- 二聚体检测水平低于临界值却可以排

除这些病理生理过程，尤其在疑似 DVT 的诊断中有非常重要

的价值。当血浆中 D- 二聚体水平大于临界值时可进一步做下

肢顺行性静脉造影或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由于 D- 二聚

体检测方便、快速、经济，测定 D- 二聚体可作为排除诊断深静

脉血栓形成的筛选试验。
3.4 动态监测血浆中 D- 二聚体的意义

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溶栓治疗后，血浆中 D- 二聚体水平

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 如果 D- 二聚体水平居高不下或呈上

升趋势 ,往往提示溶栓药物剂量不足或新鲜血栓的发生,因此

血浆 D- 二聚体的动态监测对指导溶栓药物的临床使用和疗效

观察,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14]。
本研究中经彩色多普勒确诊为 DVT 的病人 D- 二聚体水

平均升高, D- 二聚体阴性预测值高达 100%，作者认为当临床

怀疑为 DVT 而如果血浆 D- 二聚体测定结果正常时，可基本上

排除 DVT 的诊断。从而避免了进一步行静脉造影检查给病人

带来的经济负担、痛苦和危险。D- 二聚体作为体内血栓前状态

及血栓形成的指标之一，在与临床检查结果和影像学研究联合

诊断时，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血浆 D- 二聚体作为反映体内血栓前状态和纤

溶亢进的重要指标之一正在被临床广泛应用，D- 二聚体水平

的动态变化能准确反应机体的高凝状态程度，它对临床治疗方

案的选择及预后的评估有着重要意义。本实验结果证明 D- 二

聚体具有敏感性强、阴性预测值高，可作为血栓性疾病的首选

筛查排除指标，且由于检测快速、经济、方便及可重复测量等特

点,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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