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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浆
Yh

水平与高同型半胱氨酸中毒患者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关系

郑
!

超:

!方
!

英)

!郭文建-

!彭
!

丽)

#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

检验科%

);

超声科%

-;

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浆一氧化氮"

Yh

#&同型半胱氨酸"

a"

I

#水平与高同型半胱氨酸中毒"

aa"

I

#患者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

关系$方法
!

选取含有颈动脉斑块
aa"

I

患者
:=-

例!根据颈动脉超声结果分为稳定斑块组和不稳定斑块组$观察
)

组患者血

浆
Yh

和
a"

I

水平$结果
!

不稳定斑块组
a"

I

水平"

)+;<)_);,:

#

532

'

M

显著高于稳定斑块组"

:*;:+_);<*

#

532

'

M

"

Ii

,;,):

#%而不稳定斑块组血浆
Yh

水平"

+(;:<_*;(<

#

"

532

'

M

显著低于稳定斑块组"

(*;)+_=;(+

#

"

532

'

M

"

Ii,;,,)

#$相关分

析显示!

aa"

I

患者
a"

I

水平与颈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呈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

%

Ii,;,,=

#!血浆
Yh

水平与颈动脉斑块不稳

定性呈负相关"回归系数为
g,;,:+

%

Ii,;,,:

#$结论
!

aa"

I

患者中!血浆
a"

I

升高可增加发生不稳定性颈动脉斑块风险!可

能与
a"

I

所导致的
Yh

水平减少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高同型半胱氨酸中毒%

!

一氧化氮%

!

同型半胱氨酸%

!

颈动脉%

!

斑块稳定性

!"#

!

:,;-<=<

"

>

;'//&;:=?-!+:-,;),:=;));,++

文献标识码"

8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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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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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型半胱氨酸中毒$

aa"

I

%是动脉粥样硬化重要独立

危险因素之一'

:

(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失调是
aa"

I

促动脉粥

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研究表明#内皮功能失调与一氧

化氮$

Yh

%水平密切相关'

)

(

)目前认为#颈动脉斑块稳定性在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发病中起主导作用'

-

(

)然而#血浆
Yh

水平

与
aa"

I

患者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关系不详)本研究通过检

测
aa"

I

患者血浆
Yh

水平#结合颈部超声技术#探讨
Yh

水

平与颈动脉斑块稳定性关系#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与防治提供

试验及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于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住院的
aa"

I

患者共
:=-

例#

其中男
<)

例$占
(=;+U

%#女
?:

例$占
+-;=U

%#平均年龄$

()

_<

%岁)入选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空腹血浆同

型半胱氨酸$

a"

I

%

*

:,

"

532

"

M

&$

-

%认知功能正常#且患有颈

动脉斑块者&$

+

%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

:

%身体严

重残疾#不能配合完成检查者&$

)

%近期服用或服用维生素
[

=

*

[

:)

及叶酸史&$

-

%肾功能不全者&$

+

%拒绝参加者)

B;C

!

方法
!

以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与否#可分为稳定斑块组和

不稳定斑块组)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颈外动脉*椎动脉及

锁骨下动脉相关参数通过
WP!))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购自

6C'2'

B

/

公司#技术参数!

-;,

#

<;,5aX

线阵&

);,

#

(;,5aX

凸阵探头%记录'

+

(

)斑块可分为!$

:

%软斑#斑块呈低回声#形态

不规则#向管腔突出&$

)

%硬斑#呈强回声或中回声#形态*大小

不一致#但边缘清晰&$

-

%混合斑#斑块呈混合回声#由软*硬斑

块混杂而成)硬斑为稳定斑块#软斑及混合斑为不稳定斑

块'

(

(

)所有研究对象均清晨空腹取肘静脉血
*5M

$

TS@8

抗

凝%#

-,,,0

"

5'&

离心
:(5'&

#收集血浆#

g*,\

保存)血浆

a"

I

水平通过人
a"

I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TMWR8

%检测试剂盒

$购自
4lS

公司%检测#具体操作按说明书进行)血浆
Yh

水

平通过亚硝酸盐还原酶法检测试剂盒检测$购自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具体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软件
R6RR),;,

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H_5

表示#多组间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各组指标组间比较采用方差齐性检验)采用多因素
23!

G

'/$'"

回归分析血浆
a"

I

*

Yh

水平与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关

系#以
I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颈动脉超声检测结果及一般情况
!

:=-

例
aa"

I

患者

中#颈动脉超声发现#稳定斑块
?=

例$占
+=;=U

%#男
+,

例#女

-=

例&不稳定斑块
*?

例$占
(-;+U

%#男
-)

例#女
((

例)

)

组

患者年龄和体质量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见

表
:

)

表
:

!!

)

组患者基本情况

项目 稳定斑块组 不稳定斑块组
I

例数$

&

%

?= *?

年龄$

H_5

#岁%

(,_= (+_? ,;:+(

体质量指数$

H_5

#

H

G

"

5

)

%

)+;<*_:;*= )(;,:_);,< ,;)(-

C;C

!

)

组患者血浆
a"

I

及
Yh

水平
!

血浆
a"

I

及
Yh

检测结

果显示#

:=-

例
aa"

I

患者中#与稳定斑块组比较#不稳定斑块

组血浆
a"

I

水平显著增加$

I

$

,;,(

%#血浆
Yh

水平显著减少

$

I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血浆
a"

I

和
Yh

水平$

H_5

(

"

532

)

M

%

项目 稳定斑块组 不稳定斑块组
I

a"

I

:*;:+_);<* )+;<)_);,: ,;,):

Yh (*;)+_=;(+ +(;:<_*;(< ,;,,)

C;D

!

血浆
a"

I

*

Yh

水平与颈动脉斑块稳定性关系
!

以是否

为颈动脉斑块的性质为因变量#血浆
a"

I

*

Yh

水平为自变量#

采用
23

G

'/$'"

回归分析不同水平血浆
a"

I

*

Yh

与颈动脉斑块

性质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血浆
a"

I

*

Yh

进入回归方程#提

示血浆
a"

I

升高与颈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呈正相关#血浆
Yh

水平与颈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呈负相关#见表
-

)

表
-

!!

颈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多因素
23

G

'/$'"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比值比
<(U

置信区间
I

a"

I

,;,?: :;,-* :;,):

#

:;:+= ,;,,=

Yh g,;,:+ ,;<== ,;<(-

#

,;<<* ,;,,:

D

!

讨
!!

论

本研究发现#在
aa"

I

患者中#不稳定性颈动脉斑块患者

血浆
a"

I

高于稳定性颈动脉斑块患者#而血浆
Yh

水平变化

则相反)结果表明#颈动脉斑块稳定性与
a"

I

密切相关#可能

与
a"

I

导致
Yh

水平减少有关)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W&$]M#19%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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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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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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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是蛋氨酸代谢中间产物#其在血浆中水平
:

大于或等

于
:,

"

532

"

M

则为
aa"

I

)研究表明#

aa"

I

与脑血管疾病发

生密切相关'

=

(

)

a"

I

激活氧化应激及炎性反应#导致内皮功能

失调可能是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主要机制'

?

(

)另外#诱

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及干扰纤溶系统可能是
a"

I

导致斑块

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血浆
a"

I

与

颈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呈正相关#血浆
a"

I

水平越高#颈动脉易

发生不稳定性斑块的概率就越大)

Yh

是内皮细胞分泌的舒血管活性分子)内皮细胞损伤

直接导致细胞功能失调#

Yh

生成减少#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

aa"

I

患者中#

a"

I

不仅能减少血浆
Yh

生成#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发生#而且还能激活氧化应激#下调
Yh

活性#引起

弹力纤维降解#导致斑块不稳定性'

?

(

)本研究发现#与稳定斑

块组比较#不稳定斑块组血浆
Yh

水平显著减少#而血浆
Yh

水平与颈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呈负相关)初步推测#

a"

I

促进颈

动脉斑块不稳定性#可能与
Yh

水平减少有关)

综上所述#在
aa"

I

患者中#血浆
a"

I

升高可增加发生不

稳定性颈动脉斑块的风险#这可能与
a"

I

导致
Yh

水平的减

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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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浆
7

I

/7

'

a"

I

'

S!S

及
C/!746

检测用于急性脑梗死

患者诊治的临床效果研究

朱作平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人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浆胱抑素
7

"

7

I

/7

#&同型半胱氨酸"

a"

I

#&

S!

二聚体"

S!S

#及超敏
7

反应蛋白"

C/!746

#检测用于急性

脑梗死患者诊治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确保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急性脑梗死患者

=,

例作为试验组!同期选取
?,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对其血浆
7

I

/7

与
a"

I

&

S!S

和
C/!746

进行检测$结果
!

试验组患者血浆

a"

I

&

7

I

/7

&

C/!746

&

S!S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大面积梗死患者血浆
a"

I

&

7

I

/7

&

C/!746

&

S!S

水平显著高于中度面积梗死和小面

积梗死患者$结论
!

血浆
a"

I

&

7

I

/7

&

C/!746

&

S!S

各项指标水平与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具有重要联系!对上述几项指标进行联合

检测有助于急性脑梗死的早期诊断!有利于患者尽早得到治疗$

关键词"血浆胱抑素
7

%

!

同型半胱氨酸%

!

S!

二聚体%

!

超敏
7

反应蛋白%

!

急性脑梗死

!"#

!

:,;-<=<

"

>

;'//&;:=?-!+:-,;),:=;));,+(

文献标识码"

8

文章编号"

:=?-!+:-,

"

),:=

#

))!-),)!,)

!!

脑梗死多数为
+(

#

?,

岁人群#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头

痛*呕吐*失语及意识障碍等'

:

(

#不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

量#也为患者家庭带来重大负担#且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威胁

患者生命'

)

(

)本研究探讨血浆胱抑素
7

$

7

I

/7

%*同型半胱氨酸

$

a"

I

%*

S!

二聚体$

S!S

%及超敏
7

反应蛋白$

C/!746

%检测用于

急性脑梗死患者诊治的临床效果#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

据#确保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

急性脑梗死患者
=,

例作为试验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患

者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为$

(=;?*_-;+:

%岁&本次所有患

者均经过头颅
7@

已经确诊为脑梗死#其中
)(

例为大面积梗

死#

),

例为中等面积梗死#

:(

例为小面积梗死)同期选取
?,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年龄为$

(,;-)_);-(

%岁)

B;C

!

方法
!

所有对象在检测当日早晨不得进食#医护人员抽

取患者静脉血
)

管#取血后可进食#其中
:

管采用促凝剂加分

离胶真空采血管取血
(5M

#将血清进行有效分离#同时采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器对
C/!746

*

a"

I

*

7

I

/7

*血糖*血脂及肝功能

和肾功能进行详细检测)

C/!746

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测

定#

a"

I

采用循环酶法测定#

7

I

/7

采用颗粒增强透射免疫比浊

法测定#血糖*血脂*肝功能及肾功能采用常规方法进行检测)

试剂盒*校准品及质控品均由苏州科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另外
:

管检测
S!S

#采用柠檬酸钠真空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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