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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神经病学及流行病学家开始关注脑梗死与老年痴

呆发生'发展的关系*在我国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

结构发生了变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发病率显著增高#

脑血管病发病率也逐年上升#随之而来脑梗死患者越来越多*

一项大样本病例统计研究表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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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尤其是中青年脑梗

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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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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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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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脑缺血疾病及认知障碍等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具有

重要影响*铁催化的氧自由基产物在脑梗死和再灌注损伤的

过程被认为具有重要作用#血清铁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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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对脑梗死患

者就有直接的神经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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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内水平与遗传'饮食'

药物'年龄及性别等多种因素有关#在代谢过程中叶酸'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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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以期

为脑梗死的早期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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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面积大小依据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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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组患者性别'

年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等传统危险因素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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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在一碳单位代谢过程中生成的包含硫醇基的

氨基酸*有研究表明#其浓度增高会对人体造成毒性作用#

&8

?

在代谢过程中各种产物对多种疾病有影响*一些前瞻性

研究的
9<=:

分析指出#

&8

?

水平升高可能是卒中及缺血性心

脏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4*

)

*

U77

等(

"

)证实#脑卒中患者中高

&8

?

发生率达
*%,)-

#其中在血浆
&8

?

水平增高的脑卒中患

者中患微动脉血栓者较多#且有多发性梗死的倾向*张利贞

等(

)

)和林艳等(

.

)在关于脑卒中患者复发的随访中发现#复发脑

血管事件患者血清
&8

?

水平明显高于无复发者#表明血清

&8

?

水平升高是卒中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显示#脑梗

死患者血清
&8

?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

提示
&8

?

与脑梗死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动物实验已证实
\H

的作用#其可以通过谷氨酸介导#在

受到自由氧攻击时会通过亲水通道进入铁蛋白内核#通过

H<3=73

反应生成羟自由基攻击生物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致

使细胞蛋白和
[Q5

结构受损#使细胞内环境紊乱致细胞死

亡(

/

)

*此外铁过多可促进含铁血红蛋白合成#红细胞增多#导

致血液黏度增强#也容易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

)

*

TE:C1C1

等(

#$

)

研究表明#测定
\H

水平可以帮助预测早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本研究发现#脑梗死组患者血清
\H

水平高于健康

对照组#提示高水平的
\H

可能是脑梗死形成和发展的危险因

子之一*而且
&8

?

'

\H

水平在不同的梗死面积时有所变化#随

梗死面积增大其水平有升高趋势*

叶酸'维生素
V

#%

是影响
&8

?

水平的重要营养因素#有研

究表明#补充叶酸'维生素
V

#%

可改善高
&8

?

#从而降低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率*罗秀忠(

##

)对
#/)

例青年脑梗死患者进行叶酸

和维生素
V

#%

干预后发现#

&8

?

水平明显降低*本研究结果显

示#脑梗死患者血浆叶酸和维生素
V

#%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说

明叶酸和维生素
V

#%

对脑梗死的发生具有相关性#对脑梗死的

发生具有保护作用*叶酸和维生素
V

#%

水平低下与脑梗死面积

也有关*本研究中脑梗死组患者性别'年龄'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吸烟等传统危险因素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H

(

$,$"

%*

我国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饮食结构的改变#脑梗死发病呈

增加趋势*患者及家属的经济负担'国家医疗资源的消耗均将

逐渐增加*随着医学的发展#对脑梗死的预防将逐渐完善*更

多的危险因素将会被列入研究范围内*国内外学者发现#高

&8

?

'

\H

是脑梗死发病的新的危险因素#叶酸及维生素
V

#%

作

为
&8

?

合成氨酸的辅酶#增加
V

族维生素及叶酸的摄入可降

低
&8

?

水平#有可能预防脑梗死的发生*在脑梗死的治疗和

预防中重视抗氧化的同时采用去铁剂可能具有一定意义#但需

要临床大量的资料验证*

Q1C2273

等(

#%

)证实#提高叶酸和维生

素
V

#%

水平有利于改善患者认知功能*虽然目前对降低
&8

?

'

\H

是否可治疗脑梗死尚未有明确定论#但早期检测叶酸'维生

素
V

#%

'

&8

?

'

\H

水平可以预防脑梗死的发生#对脑梗死的防治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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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不同地区支气管哮喘儿童过敏原特异性

!!!

M

B

R

阳性率比较#

-

$

项目 河源地区 深圳地区

!

豚草
!,! /,!

"

!

艾蒿
#,. #,.

!

屋尘
*#,. )#,.

"

!

猫毛
#!,! #",$

!

狗上皮
%$,$ #/,!

!

蟑螂
#/,! %$,$

!

真菌组合
!!,!

)!,!

"

!

草
!,! ",$

食入性过敏原
!),. "/,!

!

鸡蛋白
/,! ##,.

!

牛奶
!!,! %$,$

!

花生
%!,! #/,!

!

黄豆
),. /,!

!

牛肉
##,. #$,$

!

羊肉
",$ ),.

!

鳕鱼"龙虾"扇贝
/,! %#,.

"

!

鲑鱼"鲈鱼"鲤鱼
",$ ),.

!

虾
),. !#,.

"

!

蟹
/,!

%/,!

"

!!

"

!

H

&

$,$"

#与河源地区比较*

A

!

讨
!!

论

儿童支气管哮喘是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病之一(

!

)

#近年来有

不断增加的趋势#许多研究发现#环境中种类繁多的过敏原是

支气管哮喘的主要致病因素(

*4"

)

#在不同地区#因环境的不同而

各种过敏原也有所不同#因此#通过不同区域检测患儿的特异

性过敏原可为临床合理寻找致病因素提供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高于食入性过敏原

阳性率#表明吸入性过敏原比食入性过敏原更易诱发儿童支气

管哮喘#深圳地区哮喘儿童的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和食入性过

敏原阳性率均高于河源地区#深圳地区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

四季温差较小#湿度大#对海产品需求量大&而河源地区属内陆

地区#山区地貌#夏冬季节性温差较大#以牛肉'猪肉和豆类为

主要食物#说明居住环境与饮食习惯的不同#过敏原的诱因也

有所不同*两地区吸入组都是以真菌和屋尘为主#真菌和屋尘

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是支气管哮喘儿童的主要致病源#与

吴立文(

)

)和孟雅杰等(

.

)的报道一致*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人

口众多#汽车尾气大量排放#加上湿度较大#造成灰尘的增加和

真菌的大量繁衍&而内陆地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汽车持有量

也不断增加#造成屋尘和真菌为主要吸入性过敏原#但相对沿

海地区较低*深圳地区食入组以虾'蟹等海鲜为主要过敏原#

与当地的饮食习惯相关#与谭娴玲等(

/

)和蒋雁等(

+

)报道结果相

同#说明婴儿和儿童对海鲜有较高的过敏性&河源地区食入组

过敏原以牛奶'花生和牛肉为主#这与河源地区主要以牛肉'猪

肉和豆类为主要食品有关#荆俊华(

#$

)也认为牛奶是儿童最常

见的过敏原之一#食物过敏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和习惯性*

总之#儿童支气管哮喘是一种过敏反应性疾病#而过敏原

在哮喘病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过敏原随着地区的不同存在差

异#因此#对过敏原的监测至关重要#做好不同地区的过敏原监

测#可为减少和控制儿童哮喘病的发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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