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周志菁，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急诊科专业研究。

·临床检验研究论著·

不同时间点测定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

对急性脑梗死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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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检测急性脑梗死患者在不同时间点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和皮质醇（ｃｏｒｔｉｓｏｌ），观察并分析测定结

果，探讨监测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的变化对急性脑梗死的病情判断及预后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该院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７月收治的７３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观察组，另选取７０例非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

定不同时点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水平变化，观察并分析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

水平变化。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８：００、１６：００和０：００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观察组中，预后好的患者在不同时间点测定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明显低于预后差

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测定不同时间点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水平变化，有助于急性脑梗死

病情的判断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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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ＣＴＨ）和皮质醇（ｃｏｒｔｉｓｏｌ）的分泌是脉冲式的和应变的，其释

放的频率和幅度与昼夜交替节律性相关［１３］，而节律的改变则

表明机体内发生了变化，有助于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预后。本研

究通过分析急性脑梗死患者不同时间点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和皮质醇测定结果，探讨其对该疾病的临床价值。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７月收治

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７３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４１例，女３２例，年

龄分布在５３～７６岁，平均年龄（６１．２±５．０）岁；单灶性脑梗死４６

例，多发性脑梗死１０例，空隙性脑梗死１７例。另选取７０例非

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３９例，女３１例，年龄分布

在５１～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１．０±５．４）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两组患者在８：００、１６：００、

０：００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水平，观察并分析

检测结果。所有研究对象均静脉采血４ｍＬ，低温分离血浆并

冷冻保存待检，应用本院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及其专用试剂

盒，严格按照仪器说明进行操作。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

质醇水平　观察组患者８：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０的血浆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如表１所示。

２．２　比较不同预后患者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

平　预后好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８：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０的血浆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明显低于预后差者，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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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

组别 狀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ｐｍｏｌ／Ｌ）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００

皮质醇（ｎｍｏｌ／Ｌ）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００

观察组 ７３ １５．３±８．９△ １４．６±７．５△ １３．９±６．３△ ５１４±１５２△ ４６１±１７３△ ３７９±１５２△

对照组 ７０ ８．７±３．８ ７．１±２．６ ５．２±２．４ ４０８±１３９ ２２９±１０７ １８３±５４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表２　　比较不同预后患者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

组别 狀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ｐｍｏｌ／Ｌ）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４：００

皮质醇（ｎｍｏｌ／Ｌ）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４：００

预后好 ５０ １１．４±３．０△ １０．２±３．５△ ９．０±２．１△ ４７４±６０△ ４１３±６２△ ３２６±３９△

预后差 ２３ １９．２±３．８ １６．７±４．０ １８．０±３．４ ５９０±５１ ４２８±５６ ５２４±６５

　　△：犘＜０．０５，与预后差者比较。

３　讨　　论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是腺垂体分泌的微量多肽激素，是肾上

腺皮质活性的主要调节者，其释放的频率和幅度具有昼夜节律

性。清晨觉醒之前，血液中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可达到高

峰，而半夜熟睡时则为低潮［４６］。皮质醇是一种肾上腺分泌的

激素，其昼夜变化规律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基本一致，即清晨

时水平可达最高值，而午夜时下降至最低值［７９］。那么，对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进行适时的检测可为某些疾病的诊断

及治疗提供参考信息。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８：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预后好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８：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０的血浆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明显低于预后差者。本组认

为，这可能是因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

能紊乱及脑组织损伤所产生的淋巴因子导致了血浆皮质醇水

平的增高，而且机体损伤时的应激反应及神经递质的调节也可

促使皮质醇分泌增多。吕云利等［１０］曾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４０

例脑出血患者２４ｈ内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

并分别与出血量大小和预后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急性脑出血患

者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水平显著增高，出血量大、

预后差的患者两种激素水平增高更为明显，昼夜节律逆转。本

研究中，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两种激素水平经检测都有明显的增

高，而且本研究发现预后差的患者出现昼夜节律紊乱的现象较

预后好的患者频繁，这表明检测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掌握其

节律的变化，可以帮助临床进一步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监测急性脑梗死患者在不同时间

点的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水平变化，有助于病情

的判断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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