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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评价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RT'

#联合同型半胱氨酸"

Y.X

#%糖化血红蛋白"

Y?%12

#及血脂指标检测在脑梗死

中的意义$方法
!

选取
1**

例脑梗死患者纳入试验组!并按照病史及血糖检测结果分为糖尿病组%高血糖组及正常血糖组&另选

取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纳入对照组!检测所有受试者颈动脉
RT'

及外周血
Y.X

%

Y?%12

水平$结果
!

试验组
RT'

增厚的检出

率"

@*B

#高于对照组"

1*B

#!且试验组的
RT'

及
Y.X

与
Y?%12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糖尿病组

与高血糖组的
Y?%12

水平与
RT'

均高于正常血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

RT'

联合
Y.X

%

Y?%12

及血脂指标检

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分别为
9@A1B

%

C@A)B

%

98A*B

$结论
!

颈动脉超声联合脑梗死相关生化指标检测可以提高脑梗死

的检出率!增加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

关键词"颈动脉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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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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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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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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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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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指由于脑部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氧引起的局

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脑软化)国内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率近年来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颈动脉粥样硬化往往是其发病

的直接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目前研究表明颈动脉内膜中膜

厚度$

RT'

%增厚往往是早期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

1

(

#检测具

有无创性#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由于脑梗死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特别是急性脑梗死患者#因此

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脑梗死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较多#如

同型半胱氨酸$

Y.X

%+糖化血红蛋白$

Y?%12

%+血脂等)本研

究以颈动脉超声联合实验室相关指标检测#判断其在脑梗死诊

断中的价值#为脑梗死的早期预防+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

C

!

资料与方法

CAC

!

一般资料
!

,*11

年
1

月至
,*18

年
(

月脑梗死患者
1**

例纳入试验组#其中男
)9

例#女
81

例&年龄
8(

&

C,

岁#平均

$

(+A9h1CA(

%岁)所有患者的脑梗死诊断均符合第
8

届脑血

管病会议修订标准)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详细询问病史#并完善

相关检查)有下列标准之一者应排除!$

1

%后循环脑梗死&$

,

%

各种原因导致的出血性脑血管疾病&$

+

%昏迷患者)

(*

例体检

健康者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

岁#平

均$

)CA@h18A+

%岁#排除心脑血管疾病者#所有生化项目检查

均在正常范围内)所有受试者采集肝素钠抗凝血
)6&

用于

生化指标的检查#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P'%0W

,

%抗凝血
+6&

用于
Y?%12

的检测)所有标本采集后离心留取血浆于
aC*

]

保存备用)

CAD

!

方法

CADAC

!

Y.X

与血糖$

Z7O

%的检测
!

所有生化指标均在

%d)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日本
\7

J

6

G

O!

公司%进行检测#

所有试剂均采用配套试剂盒#定标后测试#正常参考区间按照

说明书进行设置)根据
Z7O

的检测结果及病史将试验组患者

分为糖尿病组+高血糖组及正常血糖组)

CADAD

!

Y?%12

检测
!

Y?%12

在
Ti,***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

*

**1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8

月第
+(

卷第
C

期
!

R5=S&4?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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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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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分析仪器$上海康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上进行测试)

CADAE

!

颈动脉超声检查
!

采用
U"L"K@

彩色多普勒超声$简称

彩超%诊断仪$美国
Z-

公司%#

@

&

1*TY_

宽频探头)所有受

试者充分暴露颈部#常规检测颈内动脉+颈外动脉近端+颈总动

脉根部+主干及分叉处#判断管腔内径+管壁厚度+血管走向及

有无斑块形成的情况)

CADAF

!

RT'

的测量
!

测量部位一般为颈总动脉离分叉处
1

&

,26

#颈内动脉离分叉处
126

#颈外动脉离分叉处
126

)正常

为颈总脉
RT'

*

166

#颈总动脉膨大处小于或等于
1A,66

)

判断标准!颈总动脉
RT'

%

166

#颈总动脉膨大处大于
1A,

66

并突向管腔内#则判断为粥样斑块形成#并详细记录斑块

大小+部位+形态及回声等特点)

C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VV1@A*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K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双侧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AC

!

两组
RT'

比较
!

试验组
RT'

增厚的检出率为
@*B

$

@*

"

1**

%#对照组
RT'

增厚的检出率为
1*B

$

(

"

(*

%#组间
RT'

增

厚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8A1

#

!

#

*A*)

%)

DAD

!

两组各项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试验组
Y.X

+

Y?%12

与
RT'

的检测结果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1

)

表
1

!!

两组各项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Kh>

%

* Y.X

$

#

637

"

&

%

Y?%12

$

B

%

RT'

$

66

%

对照组
1** 11A,h+A(C 8AC@h*A99 *A((h*A1+

试验组
(* 1(A8h)AC, @A99h,A() 1A+*h*A+9

6 (A,) 1*A( 1,A+

!

#

*A*)

#

*A*)

#

*A*)

DAE

!

不同
Z7O

水平脑梗死患者
Y?%12

及
RT'

检测结果比

较
!

将试验组所有患者根据病史及
Z7O

检测结果分为糖尿病

组+高血糖组与正常血糖组#高血糖组的
Y?%12

及
RT'

检测

结果均高于正常血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b1*A@

#

!

#

*A*)

&

6b,ACC

#

!

#

*A*)

%&糖尿病组的
Y?%12

及
RT'

检测结

果均高于正常血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b1+A8

#

!

#

*A*)

&

6bCA9C

#

!

#

*A*)

%)见表
,

)

表
,

!!

不同
Z7O

水平脑梗死患者
Y?%12

及
RT'

检测

!!!!

结果比较$

Kh>

%

* Y?%12

$

B

%

RT'

$

66

%

正常血糖组
,C 8A@Ch*A9C 1A*+h*A11

高血糖组
+C

CA8,h1A)9

"

1A1)h*A,*

"

糖尿病组
+8

1*A,h1A9+

"

1A@1h*A+9

"

!!

"

!

!

#

*A*)

#与正常血糖组比较)

表
+

!

颈动脉超声联合相关生化指标诊断脑梗死的

!!!!

效果分析$

B

%

检测方法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RT' @(A9 )*A* ()A*

RT'

+

Y.X

+

Y?%12

联合
C)A1 (*A@ @@A*

RT'

+

Y.X

+

Y?%12

+血脂联合
9@A1 C@A) 98A*

DAF

!

颈动脉超声联合相关生化指标诊断脑梗死的效果分

析
!

颈动脉超声及其联合
Y.X

+

Y?%12

和血脂指标'总胆固

醇$

'.

%+三酰甘油$

'Z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P&0.

%+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YP&0.

%(诊断脑梗死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

确度见表
+

)

E

!

讨
!!

论

!!

脑梗死是一种由各种因素导致的相对应脑动脉狭窄+堵塞

所引起的脑组织缺氧+坏死性脑血管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往往会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严重的负担)随着人们生

活条件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脑梗死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有

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但是减少脑梗死造成的家庭负担的最好方

法仍是有效的预防)颈动脉彩超测定颈动脉
RT'

被认为是预

防脑梗死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同时具有无创+方便+经济等

特点#并且颈动脉硬化往往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

,

(

#研

究
RT'

增厚对脑梗死的预防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本研究联

合
RT'

与实验室相关指标#判断其在脑梗死早期诊断中的

价值)

RT'

是颈动脉内膜与颈动脉中膜平滑肌的厚度之和)李

迪等'

+

(在研究脑梗死患者与健康对照人群的
RT'

时发现脑梗

死组的
RT'

明显高于对照组#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W"=46O>4

等'

8

(采用颈动脉超声监测随访
(*

&

@8

岁的一组无脑梗死病史

男性#发现
RT'

增厚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加了
+

陪)以上

研究表明了
RT'

检测在预防脑梗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

VO

I

3

等'

)

(发现
RT'

每增加
*A166

#就会使急性心肌梗死的

危险增加
11B

#有颈动脉粥样硬化者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

为健康人群的
+

倍)

外周血血脂指标的检测在脑梗死预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Y.X

是游离于外周血中的一种含硫基的氨基酸#是
,

种氨基

酸$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过程中的一种重要产物)吴莉

娟'

(

(研究发现#高
Y.X

水平不但增加了脑梗死的风险#也不

利于患者的恢复)但
X37K4!

等'

@

(发现#脑梗死患者的
Y.X

与

高敏
.

反应蛋白$

E!.#:

%水平均升高#但只有
E!.#:

水平与

脑梗死的短期预后有关)本文只研究了两组间的
Y.X

水平

的变化#但其是否与脑梗死的预后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

研究)本研究发现#试验组
Y?%12

+

RT'

的检测结果均高于对

照组)且合并糖尿病的脑梗死患者与高血糖的脑梗死患者其

Y?%12

水平及
RT'

均高于正常血糖的脑梗死患者#这与吴海

琴等'

C

(的研究结果一致)外周血
Y?%12

水平的增高可以导致

微循环障碍及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发生缺血性脑梗死)

Y?%12

水平增高可使氧离子曲线左移+组织缺氧+微循环障碍#并且血

浆清蛋白糖基化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由此可见

Y?%12

水平升高可以作为脑梗死合并糖尿病的重要监测

指标)

综上所述#颈动脉彩超测量
RT'

及外周血中
Y.X

+

Y?%12

的检测在脑梗死的早期诊断与预防方面均有一定的优

势#各项指标单独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不尽相同#均有一定

的局限性)

RT'

联合
Y.X

+

Y?%12

及血脂指标诊断早期检测

脑梗死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更高#联合检测也便于临床

推广)

参考文献

'

1

( 刘芳#杨济宜#李建蓉#等
A

国人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与心血管疾

病的相关性研究'

S

(

A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

#

19

$

1

%!

+*0+,A

'

,

(

U"!354%

#

:<!4L<5=3#

#

&O!"45"&

#

<=47AR5="647

$下转第
11*+

页%

*

1*1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8

月第
+(

卷第
C

期
!

R5=S&4?T<K

!

%

G

>"7,*1)

!

U37A+(

!

$3AC



细胞绝对值与
.P8

f

'

淋巴细胞绝对值均降低#但仅
:Y.

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与对照组比较#

%V.

+

.Y/

+

&.

组
.PC

f

'

淋巴细胞绝对值均升高#

:Y.

组降

低#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1

!!

Y/U

感染相关疾病患者外周血
'

淋巴细胞

!!!!

亚群检测结果$

Kh>

%

组别
*

.P+

f

B .P8

f

B .PC

f

B .P8

f

"

.PC

f

对照组
)* @*A1h1*A8 8*A)hCA( ,CA)hCA9 1A(@h*A+,

%V.

组
@, (9A8h11A, 81A,h1*A1 ,@A(h1*A) 1A()h*A,C

.Y/

组
)) (CA9h9AC +CA9h9A( ,CA9hCAC 1A8)h*A,+

&.

组
8( @*A)h1,A( +)A8hCA@ +8ACh9A9 1A1,h*A,)

:Y.

组
+8 ()ACh18A8

,)A9hCA,

"

,9ACh9AC

"

*A9Ch*A+1

"

!!

"

!

!

%

*A*)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Y/U

感染相关疾病患者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

!!!!

绝对值比较$

Kh>

%

组别
*

.P+

f

$"

d&

%

.P8

f

$"

d&

%

.PC

f

$"

d&

%

对照组
)* ,**1A)h+(A8 1+*)A(h+9A8 (9(A)h+@AC

%V.

组
@, 1C9*A,h8(A* 1*,)A)h8*A1 @*1A)h8)A(

.Y/

组
)) 1CC(A1h,CA8 9)(A)h+)A, C9)A8h88A1

&.

组
8( 1@)(A(h81A8 C)9A(h,@A8 @9CA(h)CA(

:Y.

组
+8

1*)*A8h)(A,

"

+9(A1h8CA9

"

)(CA,h)8A9

!!

"

!

!

#

*A*)

#与对照组比较)

E

!

讨
!!

论

!!

Y/U

感染人体后是否发病+病情的轻重及转归都与宿主

的免疫应答有关#且可能主要与细胞免疫反应有关#而
'

淋巴

细胞是人体主要的免疫细胞)

.P+

f

'

淋巴细胞代表总
'

淋

巴细胞#根据细胞表面表达的
.P8

f 或
.PC

f 分子#将其分为

.P8

f

'

淋巴细胞#即辅助性
'

淋巴细胞$

'E

细胞%&

.PC

f

'

淋巴细胞#即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

'2

细胞%和抑制性
'

淋巴

细胞$

'!

细胞%

'

8

(

)

'E

细胞在免疫应答中除了起辅助+诱导作

用外#还分泌细胞因子#启动迟发性过敏反应等'

80(

(

)

'E

细胞

按所分泌的细胞因子分为
'E*

+

'E1

+

'E,

+

'E+

等亚型)其中

'E1

亚型分泌的白细胞介素
0,

$

R&0,

%+干扰素
0

+

$

Re$0

+

%在防御

细胞内病原体的免疫应答#以及促进
'

淋巴细胞的抗病毒细

胞毒性中起关键作用)其他亚型分泌的细胞因子在体液免疫

调节中也起一定作用)

.P8

f

'

淋巴细胞减少和功能下降#可

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低下#特别造成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使得

Y/U

不能被有效地清除)

'!

细胞通过分泌可溶性介质下调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而
'2

细胞是细胞免疫的主要效应细

胞#在被细胞因子激活后#产生穿孔素和颗粒酶破坏靶细胞#这

是
Y/U

感染后引起肝细胞损伤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肝细胞

不断破坏从而引起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持续增高的原因之

一'

@

(

#同时是机体清除细胞内病毒的主要机制'

C

(

)

本研究对
Y/U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进行分组#并对淋巴

细胞亚群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V.

+

.Y/

+

&.

组患者
.P+

f

+

.P8

f

+

.PC

f

'

淋巴细胞百分比及绝对值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A*)

%)在
%V.

+

.Y/

+

&.

组中出现了
.PC

f

'

淋巴细胞绝对值轻度升高#

.P8

f

'

淋

巴细胞绝对值降低#且
.Y/

与
&.

组中
.PC

f

'

淋巴细胞百分

比轻度升高#

.P8

f

'

淋巴细胞百分比轻度降低#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A*)

%#表明
%V.

+

.Y/

+

&.

患者的

'

淋巴细胞免疫水平未受到明显影响#基本维持在正常水平#

并反映出该类疾病患者的细胞免疫水平处于上调和激活状态#

可能与
Y/U

持续感染慢性化有关#这对于清除病毒+控制疾

病进程有重要作用)

:Y.

组中的
.P8

f

'

淋巴细胞绝对值明

显降低#高
.PC

f

'

淋巴细胞百分比可能是肝细胞损伤的原因

之一#随着肝细胞损伤的加重#细胞免疫功能出现进行性失调#

免疫细胞绝对值减少)免疫细胞水平下降说明机体参与免疫

反应的免疫活性细胞不足#进一步影响了免疫功能的失衡'

9

(

)

综上所述#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Y/U

感染中
'

淋巴细胞

亚群的绝对值和百分比#是评估病毒感染后细胞免疫功能的一

项重要手段#对
Y/U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监测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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