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血小板功能和参数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变化

及意义的研究进展

张思佳　金世柱　罗鲲鹏

　　【摘要】　溃疡性结肠炎（ＵＣ）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的炎性肠病，其发生部位主要位

于肠道黏膜和黏膜下层，病情反复发作，病程迁延不愈。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不断改变，

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ＵＣ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血小板的异常参与了ＵＣ的病理改变，对

于判断ＵＣ的发病部位、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主要对ＵＣ患者

血小板功能和参数的变化及意义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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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ＵＣ）作为一种炎症性肠病（ＩＢＤ），

是由异常免疫介导的肠道慢性复发性炎性反应，具有

终身复发倾向，主要累及结直肠，常见的临床表现为

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和里急后重等［１］，病程不明

确，可能伴发肠外表现，根据病情可分为活动期和缓

解期，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ＩＢＤ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发病率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饮食结构的改变，ＩＢＤ的

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

一［２］。目前ＩＢＤ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人群的

饮食结构改变、生活环境改变、个体基因背景不同、自

身免疫系统紊乱及肠道菌群改变有关。目前主要通

过消化内镜检查来判断ＩＢＤ的严重程度，由于内镜检

查的成本较高且具有侵入性，容易发生出血、穿孔等

并发症，因此可尝试?用血小板参数等指标对疾病进

行评估。ＩＢＤ患者的循环系统可能出现异常的高凝

状态，这种病理状态可能会使肠道微循环发生障碍，

导致肠道微血栓形成，使肠黏膜屏障受损，肠黏膜坏

死，从而促进溃疡形成，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病情［３］。

本文对血小板功能和参数在ＵＣ患者中的变化和意

义作一综述，以期指导临床诊疗。

１　血小板功能和参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１．１　血小板功能和参数在ＵＣ中的变化

ＵＣ是一种慢性炎性疾病，炎性反应状态能够

诱导血小板生成和活化，其是炎性反应的重要介

质［４］。ＵＣ患者的血小板功能和参数在疾病发展过

程中会发生明显改变，在临床上具有指导意义。在

ＵＣ的病程中，血小板的凝血功能增强，从而导致患

者的高凝状态。血小板的主要参数为血小板计数

（ＰＬＴ）、血小板比容（ＰＣＴ）、血小板平均体积

（ＭＰＶ）和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ＤＷ），在ＵＣ疾病活动

期中ＰＤＷ、ＭＰＶ减小，而ＰＬＴ、ＰＣＴ升高
［５］。

１．２　影响血小板变化的因素

１．２．１　贫血　贫血是ＵＣ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能

与慢性失血和营养消耗有关，ＵＣ患者多为轻中度

贫血。ＵＣ患者可能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和炎性贫

血。由于肠黏膜有溃疡和出血，使饮食中的铁摄入

减少，病变累及十二指肠导致铁吸收减少，最终导

致储存铁被耗尽，从而引发缺铁性贫血。炎性贫血

主要由ＵＣ患者的慢性炎性反应导致
［６］。在ＵＣ的

病程中，高表达的ＴＮＦ和ＩＬ１可抑制促红细胞生

成素形成，推测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不仅可抑制

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而且可影响靶细胞的敏感

度，这是慢性炎性反应导致ＵＣ患者贫血的重要机

制［７］。研究表明，血红蛋白是ＵＣ患者血小板增多

的独立保护因素［８］，贫血会导致血红蛋白水平下降，

这可能是导致ＵＣ患者血小板增多的原因之一。

１．２．２　血清一氧化氮水平　ＵＣ是一种病因未明

的肠道非特异性炎性反应，ＵＣ患者的肠黏膜存在

粒细胞浸润，这些粒细胞能够产生炎性介质———一

氧化氮（ＮＯ），其可影响肠道循环，导致肠黏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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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影响组织修复。ＮＯ在ＵＣ的发展过程中既有

保护作用，又有促进炎性反应的作用。ＵＣ发病初

期，ＮＯ具有抗炎作用，可抑制白细胞和血小板的黏

附、聚集，促进肠上皮修复［９］；随着炎性反应的发展，

ＮＯ的水平随着患者病情的加重而不断升高
［１０］，大

量的ＮＯ反而会导致上述抑制作用减弱，从而使血

小板大量聚集。活动期ＵＣ患者的血清ＮＯ水平与

ＰＬＴ呈正相关，ＰＬＴ随着ＮＯ水平的升高而增加，

这提示ＮＯ与血小板的聚集和血栓形成有关
［１１］。

１．３　血小板功能和参数的变化机制

血小板可参与人体的止血进程，主要功能包括

止血、凝血及修复受损的血管。血小板主要通过黏

附于损伤的血管组织，释放血管活性物质，促使血

小板聚集，从而达到止血的目的［１２］。ＰＬＴ的变化主

要是由于慢性炎性反应导致促炎因子水平升高，从

而刺激骨髓释放血小板生成素，使其逐渐成熟。此

过程中，少量未被消耗的血小板在循环系统中聚

集，同时血小板在患者脉管系统的炎性反应区域消

耗增大，进一步促进血小板生成，导致ＰＬＴ增加

（ＰＬＴ＞３００×１０９／Ｌ）。ＭＰＶ作为血小板的特征性

参数，可用于疾病的诊断和疾病发展的预测，特别

是对于炎性疾病的诊断和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价

值。ＭＰＶ变化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血小

板的激活和功能有关，也可能受到炎性反应的影

响［１３］，活动期ＵＣ患者的ＭＶＰ降低可能与炎性反

应过程早期阶段的血小板生成紊乱有关［１４］。

２　犝犆患者血小板功能及参数变化的意义

２．１　判断疾病的不同时期

根据ＵＣ疾病活动度可将患者分为活动期和缓

解期，不同时期血小板功能及参数变化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与活动期ＵＣ患者比较，缓解期ＵＣ

患者和健康受检者的ＰＬＴ较低
［１５］。?ｚｔüｒｋ等

［１６］

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者比较，活动期ＵＣ患者的

ＰＤＷ和ＰＣＴ较低，而缓解期ＵＣ患者的ＰＤＷ 和

ＰＣＴ较高。因此，通过观察 ＵＣ患者的ＰＤＷ 和

ＰＣＴ，可以判断ＵＣ的疾病活动度。

２．２　判断疾病的病情严重程度

ＵＣ活动期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

度和重度，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的ＵＣ患者的血小板

参数有所不同。研究表明，血小板参数水平与ＵＣ

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１７］。ＰＬＴ随ＵＣ严

重程度加重而升高，即重度患者的ＰＬＴ显著高于轻

度和中度患者；ＭＰＶ水平的变化则相反，即重度患

者的ＭＰＶ显著小于中度和轻度患者，这可能是由

于重度患者排便次数增多，导致机体血容量不足，

使机体造血功能旺盛，最终导致ＰＬＴ升高
［１８］。Ｃ

反应蛋白（ＣＲＰ）和红细胞沉降率（ＥＳＲ）是反映患者

肠道炎性反应及疾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

明ＵＣ患者血小板参数水平与ＣＲＰ和ＥＳＲ水平呈

正相关，ＣＲＰ和ＥＳＲ水平随着疾病严重程度加重

而升高，从而导致ＰＬＴ升高
［１］。

２．３　判断疾病的发病部位

ＵＣ的病变部位主要位于结直肠，不同患者的

发病部位不尽相同，血小板功能及参数根据患者发

病部位的不同会有相应的变化。溃疡累及全结肠

者的ＰＬＴ显著高于侵犯直肠／乙状结肠者、单纯累

及左半结肠者，而 ＭＰＶ的情况则相反；与侵犯直

肠／乙状结肠者比较，以累及左半结肠为主的ＵＣ患

者的ＰＬＴ升高，但ＭＰＶ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９］。

因此，血小板功能及参数的变化对于患者发病部位

的判断具有一定意义。

２．４　预测ＵＣ患者的复发

近年来，黏膜愈合（ＭＨ）被认为是ＵＣ治疗的

目标。ＭＨ者的ＵＣ复发风险下降，因此达到 ＭＨ

是临床治疗ＵＣ的强制性要求。但即使达到 ＭＨ

的患者也有可能复发，目前仍缺乏预测该类患者预

后的生物标志物。ＰＬＴ可以作为判断预后的生物

标志物。研究显示，在达到 ＭＨ的４３例ＵＣ患者

中，有１４例患者复发，与未复发者比较，复发者

ＰＬＴ较高，且ＰＬＴ＞２５．０×１０４／μＬ是复发的重要

危险因素［２０］。内镜缓解和组织学缓解均与较好的

长期预后相关，但内镜检查和活组织检查对于医生

及患者都是沉重的负担；而检测ＰＬＴ相对较容易，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具有较大的优势。

２．５　影响ＵＣ的ＭＨ

ＵＣ患者由于ＰＬＴ升高、ＭＰＶ减少、功能增

强，可导致患者的凝血状态发生变化，可能出现高

凝状态。内皮细胞是血管壁与血液之间的天然屏

障，可参与血小板功能的调节、血浆促凝因子的激

活、活化的凝血因子清除及纤溶等过程［２１］。ＵＣ患

者肠道黏膜的微血管内皮功能不全，使活化的血小

板在局部聚集形成微血栓［１２］，导致肠黏膜缺血坏

死，加重炎性反应程度，从而影响ＵＣ患者的 ＭＨ，

加重病情。因此，监测患者的血小板参数水平，及

时评估凝血功能，给予血小板功能及参数异常的患

者相应的治疗，对于 ＵＣ患者的 ＭＨ 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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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３　小结

ＵＣ是一种发作与缓解交替发生的慢性炎性反

应，对于该病的诊断非常重要。内镜检查为评估患

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主要依据，但由于其属于侵入性

检查，费用较高，并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因此对

于短期内病情反复的患者，内镜检查不易被接受，

且重度ＵＣ是肠镜检查的禁忌证。目前尚缺乏快

捷、准确的检测指标［２２］。ＵＣ患者中，血小板的形态

变化及功能异常可能会激发炎性反应，促进血栓形

成，并可使活化的血小板数量增多，在肠黏膜损伤

修复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２３］。血小板可参与ＵＣ

的炎性反应过程，监测血小板的功能及参数变化对

于疾病的活动和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判断

ＵＣ患者肠道炎性反应程度的简单、廉价的标志物，

但是单独一项血小板参数对ＵＣ的诊断效能相对较

低，联合检测多项血小板参数将有助于提高对ＵＣ

的诊断效能。

总之，血小板参数是重要的炎性反应指标，对

于评估ＵＣ患者的病情及严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探究血小板参数的临床意义有助于及时观

察患者病情，判断预后，从而指导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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