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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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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Ô

R

#水平的差异%方法
!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23&

例!抑郁

症患者
$&&

例!健康体检者
53&

例!利用循环酶法测定血清
Ô

R

水平%结果
!

男性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的血清
Ô

R

水平高

于女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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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

$:

%

5$

#岁组和"

%

5$

%

#5

#岁组血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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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

%

#5

%

3&

#岁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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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Ô

R

水平高于抑郁症患者"

!

$

&6&#

#%结论
!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血清
Ô

R

水平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

血清
Ô

R

水平与精神疾病类型有关%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

抑郁症&

!

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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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症患者的病因假说众多#中枢神经递质

代谢异常假说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迄今仍未能找到证明该假

说的直接证据(

$?5

)

*同型半胱氨酸$

FAIAO

R

=D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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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含硫氨基酸#是甲硫氨酸循环的一个重要中间代谢产物#后者

为体内去甲肾上腺素'蛋白质'

V-)

等
$&&

种以上物质的甲基

化提供甲基(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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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血清
Ô

R

升高可能与分裂症和

抑郁症的发病有关#但是这两种疾病患者间的
Ô

R

水平是否

有差异#对其发病是否具有相同作用有待探讨#为此笔者进行

了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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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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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

$

%患者组!为
2&&'

年
$

%

$&

月在本院精神

卫生中心住院的首发或复发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入选标

准为
.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或抑郁症分类与诊断标准-$

5

版%

中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诊断标准&

/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

L

A=<D<BCE>N>C

8

ED<BC=

R

>NGAI=OEJC

#

/)-,,

%总分大于
:&

分&

0

入院前未服药或已停药
$

月以上&

1

无肝'肾'内分泌'血液'

消化系统与营养不良等疾病&

2

无烟草'酒精及其他精神活性

物质滥用史*本次研究共入选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症患者
53&

例#其中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

3&

岁(

$:

%

5$

岁
'9

例#

平均$

226#796#

%岁 &$

%

5$

%

#5

%岁
$#3

例#平均$

9$6#796'

%

岁&$

%

#5

%

3&

%岁
$$'

例#平均$

#%6%7#69

%岁)#病程
$

%

2#

年#

/)-,,

总分平均$

#%6%7%65

%分*患者对本研究过程知情

并同意参加*$

2

%健康对照组!按病例
$

对照研究的要求设对

照组#选择
53&

例志愿参加本研究者#均无烟酒嗜好#无肝'肾'

内分泌'血液'消化系统与营养不良等疾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9%6%7#69

%岁*与患者组在年

龄'性别方面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

D6E

!

仪器与试剂
!

3&%&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公司#日

本%#循环酶法
Ô

R

检测试剂盒$批号
&%?$2#

%'标准品$批号

&%?&%2:

%及定值质控$批号
&%?&%2%

%$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D6F

!

方法
!

于清晨
%j&&

以分离胶试管抽取所有受试者空腹

静脉血
5I(

#以离心半径
%OI

'

5&&&G

"

I<>

离心
$&I<>

后分

离血清进行
Ô

R

检测*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仪器参数设置#

完成定标及确定检测结果在控后进行标本检测*

D6G

!

统计学处理
!

以
,/,,$&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非参数检验*以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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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6D

!

血清
Ô

R

的性别比较
!

患者组血清
Ô

R

水平高于健康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不同性别间血清
Ô

R

水平比较#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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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间血清
Ô

R

水平比较

患者组

性别 例数$

%

%

Ô

R

$

!

IAJ

"

(

%

健康对照组

性别 例数$

%

%

Ô

R

$

!

IAJ

"

(

%

男
$%%

296%37$:6#$

" 男
$'&

$#62:7:65:

"

女
$%2 $'63#7$$6$'

女
$%& $56:%7#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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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组女性比较#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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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段患者间血清
Ô

R

比较
!

不同年龄段患者间

血清
Ô

R

比较#见表
2

*

表
2

!!

不同年龄段患者间血清
Ô

R

比较

年龄$岁% 例数$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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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A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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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9

296$#7$36#:

"

%

5$

%

#5 $#3

256:97$96'$

"

%

#5

%

3& $$' $'6$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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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5

%

3&

%岁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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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疾病患者间血清
Ô

R

水平比较
!

不同疾病患者间

血清
Ô

R

水平比较#见表
5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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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疾病患者间血清
Ô

R

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

%

Ô

R

$

!

IA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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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组
23&

2&'6$9

"

抑郁症组
$&& $2$6:'

!!

"

!与抑郁症组比较#

!

$

&6&#

*

F

!

讨
!!

论

本研究发现男性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血清
Ô

R

水平

高于女性#男性健康者高于女性#即人体血清
Ô

R

水平存在性

别差异#与王薇等(

#

)研究结果相似*不同年龄段精神分裂症和

抑郁症患者间血清
Ô

R

水平存在年龄差异#即
$:

%

5$

岁组和

$

%

5$

%

#5

%岁组血清
Ô

R

水平均高于$

%

#5

%

3&

%岁组#与王

善信等(

:

)研究结果不同#他们发现抑郁症患者血清
Ô

R

水平

与年龄无关#而王薇等(

#

)则发现女性
Ô

R

水平随年龄增加而

增加#男性无此规律#提示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
Ô

R

代谢

规律与健康人不同#其独特的变化规律可能与疾病的发生'发

展和转归有关*

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的血清
Ô

R

水平

高于健康者#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

:

)

#可能是因为
Ô

R

水

平升高导致体内最重要的甲基直接供给体
,?

腺苷甲硫氨酸的

生化减少#使得甲基化代谢无法正常运行#甲基化物含量下降#

去甲肾上腺素无法甲基化生成肾上腺素#负反馈性导致多巴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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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异常&且
Ô

R

水平升高是

四氢生物碟呤$

DCDGE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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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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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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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发生障碍#而

!̂ 9

是氨酸化酶和色氨酸化酶的辅酶#因而进一步影响
V)

与
#?

羟色胺的合成#参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发生(

$

)

*另

外#

Ô

R

的细胞毒性作用不仅表现在氧化应激反应#使硫基氧

化#引起细胞的死亡#而且可以兴奋氨基酸受体#促进细胞蛋白

质酶的释放#引起细胞毒性和精神毒性作用&

Ô

R

还可以产生

过量的氧自由基#这可能也与精神障碍的发病有关(

$

)

*

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Ô

R

水平高于抑郁症患

者$

!

$

&6&#

%*这可能是因为
Ô

R

水平过高可引起半胱天冬

蛋白酶活化#导致细胞凋亡*在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中#通过

细胞凋亡可以清除与神经元形成连接不适当或功能有缺陷的

细胞#以及未能与细胞建立突触联系的神经元#以保证精密'高

效神经网络的构建*因此#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如果细胞

凋亡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可导致出生后神经系统的异常#这种

异常可能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提供生物学基础(

$

)

*而
Ô

R

水

平过高导致抑郁障碍的机制与精神分裂症不同#可能是通过

钠'钾
?)"/

酶的抑制以及与血管病理性改变'高胆固醇'叶酸

缺乏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共同致病的#所以抑郁症患者体内

Ô

R

水平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3

)

*

Ô

R

水平与精神分裂症和

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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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深圳城区
#&$'

例女性
/̂\

感染基因分型情况调查

朱
!

岩!廖旭东!段
!

纯!黄
!

犁!龙
!

峰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广东深圳
#$%&2%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就诊女性宫颈感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型分布和宫颈病变情况%方法
!

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对
#&$'

例疑似
/̂\

感染的女性进行
/̂\

基因分型检测!并对
25$

例
/̂\

感染者进行液基细胞学检查%结果
!

#&$'

例女性中共检测

/̂\

阳性者
$&&'

例!感染率为
2&6$4

&其中低危型
/̂\

感染
$#9

例!高危型
/̂\

"

FĜ /\

#感染
%##

例&

FĜ /\

基因型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
/̂\$:

"

5:6#4

#$

/̂\#%

"

$26&:4

#$

/̂\55

"

$&6'24

#$

/̂\#2

"

'6#34

#和
/̂\#:

"

%69$4

#%

FĜ /\

单一感染

:3#

例!占感染人数的
3%6'4

&双重感染
$2:

例!占感染人数
$96354

&三重感染
9$

例&四重以上感染
$5

例%在
%##

例感染者中!

/̂\$:

和
$%

型感染
2'%

例%

25$

例
/̂\

感染者行细胞学检查时!低危型感染者细胞学异常者较少!而高危型感染或高$低危型

混合感染者细胞学异常明显增多%结论
!

经该院机会性筛查的女性
FĜ /\

感染率较高!以
/̂\

单一感染为主&

/̂\

分型检测

对预测病变进展$评估预后$指导治疗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

!

基因分型&

!

基因芯片

!"#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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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

FHIE>

L

E

L

<JJAIEB<GH=

#

/̂\

%感染是宫颈

癌的主要病因已是不争的事实(

$

)

*目前已鉴别出的
/̂\

有

$&&

多种基因型#不同
/̂\

基因型的感染与女性宫颈疾病的

发生#发展#转归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2

)

#因此选择特异性

/̂\

检测方法对于预防和诊断
/̂\

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

特别是女性生殖道肿瘤的早期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

基因芯片技术对
2&$&

年
$

%

$&

月期间在深圳妇幼保健院就诊

的
#&$'

例疑似
/̂\

感染的女性进行了
/̂\

基因分型检测#

并对部分
/̂\

感染者进行细胞学检查#分析深圳地区妇女宫

颈
/̂\

感染及其宫颈病变情况#现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年
$

%

$&

月到妇科就诊的女性
#&$'

例#年龄
2&

%

9&

岁#平均
556#:

岁*其中部分高危
/̂\

$

F<

8

F

G<=T /̂\

#

FĜ /\

%感染者行新柏氏全自动超薄液基细胞学检

测宫颈 $

"F<>

L

GC

L

(<

]

H<N?QE=CNO

R

DAJA

8R

DC=D

#简称新柏氏

"."

%*所有研究对象无急性生殖道炎症#无妊娠#无子宫颈椎

切和子宫切除史*

D6E

!

仪器与试剂
!

/̂\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深圳亚能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分子杂交仪$韩国
1+-*0

#

OAIQ<?V29

%&

/.0

仪$

[Z?0CEGOF/".?$&&

%&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仪器由北

京英硕力新柏式公司提供&显色液须新鲜配制#按顺序加入以

下溶液!

.

液$

&6$I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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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钠均为深圳亚

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用时按所需浓度加蒸馏水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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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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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收集
!

用窥阴器暴露宫颈#用棉拭子檫去宫颈过

多分泌物#然后使用专用的宫颈刷置于宫颈口#轻轻旋动宫颈

刷
9

%

#

圈以获得足量的上皮细胞样本&慢慢取出宫颈刷#然后

沿刷柄折痕处将宫颈刷柄折断#放入装有专用细胞保存液的洗

脱管中浸泡#旋紧管盖#作好标记送检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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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处理
!

将宫颈刷在洗脱管中充分漂洗$旋涡振荡

器上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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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洗脱液全部转移到带有相应标记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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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离心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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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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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上清#保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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