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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1&

对血脂代谢及其相关疾病影响的探讨

林
"

静!王
"

劲!张
"

强

"天津市第三医院检验科!天津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载脂蛋白
1&

与血脂代谢及其相关疾病的关系!为临床的疾病诊断和早期治疗干预提供实验数据'方法

"

选取健康志愿者
$#

例!糖尿病"

OR

%患者
$'

例!脑梗死"

K!

%患者
#4

例!冠心病"

KZO

%患者
($

例!高血压"

Z.S

%患者
$&

例!收

集健康志愿者和患者的血样标本!测定脂蛋白&血脂&载脂蛋白
1"

&载脂蛋白
1&

&载脂蛋白
]"))

的浓度!分析载脂蛋白
1&

与血

脂水平及其相关疾病的关系'结果
"

与健康志愿者相比!患者组血样中载脂蛋白
1&

的浓度明显降低!三酰甘油"

.W

%&总胆固醇

"

.K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L,K

%均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ZOL,K

%&载脂蛋白
]"))

&载脂蛋白
1"

水平无显著性差

异'血清中载脂蛋白
1&

浓度与血清
.W

浓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

高三酰甘油血症是冠心病&糖尿病&脑梗死等疾病的重

要指标!载脂蛋白
1&

的水平与
.W

浓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载脂蛋白
1&

的水平降低是这些疾病的危险因素!载脂蛋白是血脂代

谢的重要因子!并与其疾病息息相关'

关键词"载脂蛋白
1&

$

"

血脂异常$

"

冠心病$

"

糖尿病$

"

脑梗死$

"

冠状动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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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1

<

9

&

1&

与血脂#尤其是三酰甘油$

.W

&的代谢

关系密切'血脂异常则是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脑血管

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

*

'

1

<

91&

对血脂代谢的影响及其与

疾病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初步研究表明#

1

<

91&

编码基因

变异与血清
.W

水平增高相关#血中
1

<

91&

浓度与
.W

水平

呈负相关'本研究检测了不同疾病患者和健康者血清
1

<

91&

浓度#并通过分析其与血脂(

1

<

91"

(脂蛋白(

1

<

9]"))

和血糖

浓度关系#探讨
1

<

91&

与血脂代谢(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体检健康者

$#

例$健康组&#男女各
"5

例#年龄
("

!

&(

岁'同期于本院就

诊的患者
"(&

例#男
8$

例(女
8#

例#年龄
()

!

&&

岁#包括糖尿

病$

OR

&

$'

例(脑梗死$

K!

&

#"

例(冠心病$

KZO

&

($

例和高血压

$

Z.S

&

$&

例'不同疾病患者及健康者年龄分布(性别构成等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

"

方法
"

以普通真空采血管采集所有受试对象晨起空腹静

脉采血
&CL

#分离血清标本后进行
1

<

91&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LOL,K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ZOL,K

&(

.W

(总胆固醇

$

.K

&(

1

<

91"

(

1

<

9]"))

和血糖检测)

$

*

'

.W

(

.K

采用酶法测

定(

ZOL,K

采用直接法测定(采用
U>7:3:H@=3

公式计算
LOL,K

水平(

1

<

91"

和
1

<

9]"))

采 用 免 疫 透 射 比 浊 法 测 定)

(

*

'

1

<

91"

(

1

<

9]"))

检测试剂购自上海复星长征公司#

.K

(

ZOL

(血糖试剂购自北京九强公司#

.W

试剂购自烟台澳斯邦

公司'以上测定均在日本奥林巴斯
10#8))

型自动生化分析

仪上进行'

1

<

91&

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购自上海

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2II"'%)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FN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显著性检验

水准为
,

_)%)&

'

A

"

结
""

果

OR

组(

K!

组(

KZO

组和
Z.S

组血清
1

<

91&

水平低于

健康组$

!

#

)%)&

&#

.W

(

.K

和
LOL,K

均高于健康组$

!

#

)%)&

&#

1

<

91"

(

1

<

9]"))

和
ZOL,K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

OR

组空腹血糖较其他组和健康组明显升高

$

!

#

)%)"

&#而脂蛋白(血脂和
1

<

9

水平与其他患者组比价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各研究组间检测结果比较$

FN5

%

组别
*

.K

$

CC9=

"

L

&

.W

$

CC9=

"

L

&

ZOL,K

$

CC9=

"

L

&

LOL,K

$

CC9=

"

L

&

1

<

91"

$

D

"

L

&

1

<

91&

$

'

D

"

L

&

1

<

9]"))

$

D

"

L

&

血糖

$

CC9=

"

L

&

健康组
$# (%#"N)%8) "%#&N)%$8 "%(&N)%#$ #%'"N)%#) "%(8N)%$4 "&5%"N#$%$ "%)"N)%"" (%4$N"%(#

OR

组
$' &%'#N)%"4 "%'4N)%&' "%#8N)%$4 $%58N)%5$ "%$$N)%"4 58%)N#5%&( "%))N)%"4 '%#"N$%#$

K!

组
#4 &%5#N)%$4 "%5(N)%&# "%$"N)%(" $%'8N)%5$ "%(#N)%$( 4'%(#N#8%5$ )%44N)%"( &%)"N)%5$

KZO

组
($ &%#&N)%&( "%&5N)%8# "%$(N)%"4 $%("N)%&8 "%$(N)%"8 48%)$N#$%85 "%)(N)%#$ &%)(N)%(4

Z.S

组
$& &%(5N)%($ "%58N)%&# "%$$N)%$5 $%85N)%5$ "%($N)%$( 4'%8#N#8%5$ )%4'N)%"& &%)"N)%8(

B

"

讨
""

论

大量研究证实
1

<

91&

参与调节血脂代谢#尤其是
.W

的

代谢'

1

<

91&

调节脂代谢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是

通过增强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抑制
1

<

9K$

和
1

<

9]

的作用(

加速清除血浆极低密度脂蛋白而降低血
.W

含量)

&,5

*

'本结果

显示#血清
1

<

91&

含量与
.W

呈负相关#与
.K

(

LOL,K

(

ZOL,

K

(

1

<

9]"))

(

1

<

91"

无明显相关性#说明
1

<

91&

是调节
.W

含

量的重要因子#但对
.K

代谢影响不大'关于
1

<

91&

与心血

管疾病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针对
1

<

91&

基因多态性与疾病的

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者相比#

K!

(

KZO

(

Z.S

患者

血清
.K

(

.W

和
LOL,K

水平升高#

1

<

91&

水平降低#而
ZOL,

K

(

1

<

91=

和
1

<

9]"))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血清
.W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

!/?QL@G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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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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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和
1

<

91&

降低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
1

<

91&

降低和血清
.W

升高是否与心血管疾病患者
1

<

91&

基因
K

等

位基因的关系尚未确定'高
.W

血症是
#

型糖尿病$

.#OR

&

最常见的血脂异常#也是
OR

患者继发
KZO

的独立危险因

素)

8,'

*

'胰岛素抵抗导致
OR

患者
.W

异常升高#胰岛素也可

调节
1

<

91&

基因的表达#机制可能是胰岛素通过磷脂酰肌醇
,

$

激酶$

2!$\

&途径降低人
1

<

91&

启动子活性'因此#

OR

患

者往往存在高胰岛素和高
.W

血症'有研究发现在
.#OR

患

者中#

1

<

91&

等位基因
,""$".

$

K

中#有较高的
K

等位基因表

达)

4,")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者比较#

OR

患者空腹血糖(

.W

(

.K

和
LOL,K

均明显升高#

1

<

91&

水平显著降低#但

ZOL,K

(

1

<

9]"))

和
1

<

91"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明
1

<

91&

也是
OR

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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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结核抗体及
22O

试验联合检测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

刘
"

丹"

!刘
"

艳#

"

"%

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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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检验系!湖南邵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结核抗体检测联合
22O

试验对结核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

采用胶体金法对
&))

例结核病患者和

"))

例健康者进行血清结核抗体检测!同时进行
22O

试验'结果
"

血清结核抗体检测诊断结核病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8M

和
4$M

!

22O

试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M

和
58M

!二者灵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血清结核抗体检测的

特异度高于
22O

试验"

!

#

)%)&

%$二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
48M

!高于各自单独检测的灵敏度"

!

#

)%)&

%'结论
"

22O

试验与血清

结核抗体检测可互相补充!二者联合应用对结核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助于痰涂片检测阴性结核病的

诊断'

关键词"结核$

"

结核菌类试验$

"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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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常用实验室检测方法存在灵

敏度较低或操作复杂(耗时较长等不足之处'近年来#结核病

实验室检测方法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除常规的痰涂片结核分

枝杆菌染色检测(快速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外#血清学诊断方

法的应用日益广泛)

"

*

'笔者分析了
&))

例结核病患者和
"))

例健康者结核菌素纯化蛋白衍生物$

.],22O

&试验及血清结核

分枝杆菌抗体$简称结核抗体&试验$

.],OX.

&检测结果#以期

初步评价二者联合检测用于结核病诊断的价值#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4

!

#)""

年住院结核病患者
&))

例

$结核病组&#男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继发型肺结核患者
(#4

例$包括合并糖尿病和"或高血

压(冠心病
85

例(合并结核性胸膜炎
5(

例(合并矽肺
"(

例&#

结核性胸膜炎
&(

例#腰椎结核
#

例#颈部淋巴结核
8

例#颌下

淋巴结结核
#

例#骨关节结核
5

例%患者均经痰抗酸杆菌涂片(

痰抗酸杆菌快速培养(痰抗酸杆菌改良罗氏培养(

e

线或
K.

检查(胸膜活检(淋巴结病理活检(肺穿刺活检(诊断性抗结核

治疗等诊断方法确诊为结核病'本院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

$健康组&#男
5&

例(女
$&

例#年龄
#8

!

''

岁#平均
&&%&

岁#均

无结核病史#胸片无钙化点'

@%A

"

方法
"

以普通真空管采集所有受试对象空腹静脉血
$

CL

#分离血清后进行
.],OX.

检测#试剂为上海奥普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胶体金法
.],OX.

诊断试剂盒'严格按说明书规

定方法操作及判定结果'采用结核杆菌
22O

$

.],22O

&对所

有受试对象进行皮肤试验'

.],22O

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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