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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并首先阐明血小板膜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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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黏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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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受体的功能!成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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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学成回国后!阮院士建立了中国第
!

个血栓与止血研究室!研制成功国际公

认的中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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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抗人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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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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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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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浆
=M)!

N

=M&$U

P内皮细胞微颗粒!

]>S-

#的水平"探讨
]>S-

与
1M

之间的

关系'方法
!

首先建立
]>S-

流式细胞检测方法+然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

例
1M

患者和
)%

例健康志愿者血浆中
]>S-

水

平"并对
1M

患者进行认知功能障碍程度的评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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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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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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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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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健

康对照组为!

"'%*"̂ !$#*$

#个*微升"

1M

患者
=M)!

N

=M&$U

P

]>S-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痴呆程度呈正相关'结论
!

=M)!

N

=M&$U

P

]>S-

是目前反映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的有效指标"其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可用来辅助判定患者

的痴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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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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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或凋亡时!细胞的膜结构发生改变!

磷脂酰丝氨酸外翻!会以,出泡-的方式从细胞膜上脱落微颗

粒!称为内皮细胞微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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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

受损的标

志!正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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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

1M

(的病因迄

今仍不明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1M

与血管病变的关系密

切/

)/&

0

!血管病变促进
1M

的发生!加速
1M

的病程"所以!笔

者检测了本院
1M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血浆
]>S-

水平!并探

讨其与疾病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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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1M

患者
)%

例!均符合
1M

的诊断标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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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根据临床痴呆评定量表'

=MY

(将患者分为轻度#中度#重度组"

每组中位年龄
(%

岁!男女之比为
!*$̀ !

"健康对照组
)%

例!

取自本院体检人群!所有人员身体健康!无高血压#神经系统疾

病#高血脂#高血糖及血栓病史!排除可能存在的各种疾病!生

化指标#血常规#免疫指标均正常"性别#年龄与
1M

组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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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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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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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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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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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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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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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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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见图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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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分析对象的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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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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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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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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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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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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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值"实验时取出冻存无血小板血浆'

S<S

(!冰

水混合物中解冻"每管分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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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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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微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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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盐缓冲液'

SJR

(!充分混匀后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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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流式细胞术
]>S-

检测方案

B*E

!

统计学处理
!

各组结果以
L 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

验"将
1M

患者血浆中的
]>S-

水平和痴呆程度进行相关性

分析!采用
S:A;-4.

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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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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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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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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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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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在血浆中为'

$!%%*)^!'%*(

(个$微升!健康对照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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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升!

1M

组明显高于健康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M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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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1M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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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痴呆程度相关性分析
!

1M

组患

者随着痴呆程度的加重!血浆中的
=M)!

N

=M&$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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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

平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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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不同痴呆程度
1M

患者血浆中
]>S-

!!!

水平比较#

L 8̂

$

组别
% ]>S-

水平'个$微升(

轻度组
!! !)'&*)̂ !)%*)

中度组
!% $)$%*$̂ !&!*!

重度组
" $#("*$̂ !0)*$

D

!

讨
!!

论

近年来!随着对
1M

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
1M

与脑血管病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脑血管病变促进
1M

的发生!加速
1M

的病程!各种加重血管病变的因素也是
1M

的危险因素"

]=

激活或凋亡时!细胞的膜结构改变!磷脂酰

丝氨酸外翻!会以,出泡-的方式从细胞膜上脱落微颗粒!称为

]>S-

!

]>S-

直径约
%*%0

!

!

&

9

!具有
]=

表面膜蛋白和细胞

质成分!表面带有负电荷的磷脂!主要是磷脂酰丝氨酸!有促

凝#促炎性反应和改变血管功能的作用"许多学者普遍认为

]>S-

可以作为评价其亲本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

0

"

在本研究中!

1M

患者血浆中
]>S-

水平明显增高!且与

患者痴呆程度呈正相关"笔者认为可能主要是因为
1M

患者

脑血管病变严重!

#

样淀粉蛋白沉积于小动脉的中膜!胶原蛋

白沉积于外膜!使小动脉管腔狭窄甚至闭塞!导致
]=

受损"

#

样淀粉蛋白还可导致血管收缩!进一步使其缺血缺氧加重"同

时!毛细血管改变也很严重!

]=

变形#蛋白沉积#管腔狭窄!结

果损伤血管内皮!引起
]>S-

释放增加"在一些病理过程中!

]>S-

的数量较多!是
]=

受损的标志"有研究显示!

]>S-

本

身也能引起
]=

受损/

#

0

"

]>S-

的作用与超氧化物阴离子生

成增加有关/

"

0

!可以减少
KD

的生物作用!进一步导致血管内

皮功能障碍!最终导致患者脑部的血流低灌注/

!%

0

!影响脑部氧

和葡萄糖的供应!最终引起大脑结构和功能变化!导致认知和

行为改变"通过本研究!笔者认为
]>S-

水平可作为判定
1M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一个客观#有效的指标!同时也为研究

1M

的发病机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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