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在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吴佳力

"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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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综合分析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及价值!为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提供科学的数据参考$方法
!

选取在该院
%#&1

年
)

月至
%#&)

年
0

月收治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资料
&&"

例作为试验组!

再选取同期该院健康人群
&&&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P@PP%#'#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
.&

变化水平!分析其相关性$结果
!

试验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

!

&

#'#1

#&试验组患者在第三期时出现脑梗死(心力衰竭等并发症时!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著低

于对照组"

!

&

#'#1

#$结论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变化水平显著升高!随着血压水平升高而表

现得更为明显!说明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参与了原发性高血压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判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疾

病严重程度的预后参考指标$

关键词"血浆生长激素&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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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是最为常见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极

高#容易损害患者的心(肾以及脑等重要器官)

&.%

*

'现阶段的相

关研究来看#原发性高血压病的发生与基因和多因素的紊乱密

切相关#主要包括内皮素(交感神经系统和血管紧张素系统

等)

".!

*

'生长激素是一种具有调节物质代谢功能的激素#能够

直接作用于靶器官或者通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介导它的主

要生理作用'生长激素不仅仅与代谢和免疫有关#还能够产生

增进心肌收缩力和促进心肌肥厚等许多心血管效应)

1.)

*

'笔者

将根据相关工作经验#综合分析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

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及价值#为治疗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的数据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在本院
%#&1

年
)

月至
%#&)

年
0

月收治

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资料
&&"

例作为试验组#再选取同期

本院健康人群
&&&

例作为对照组'试验组在清晨空腹取血
&#

AO

#将
%AO

快速注入抗凝管中#冷却之后离心
1A+-

分离血

浆'试验组中的所有患者均符合
WLb

颁布的高血压诊断标

准#排除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的高血压者(继发性高血压者'

试验组患者的动脉收缩压
*

&!#AAL

7

(舒张压
*

(#AAL

7

'

试验组中第一期高血压患者共有
!#

例#第二期
"%

例#第三期

有
!&

例'试验组患者中有
$#

例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该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1'))i"'%1

%岁#平均体质量为

$

0#'&&i&%'")

%

`

7

#并发症类型!

%#

例高血压危象(

!$

例高血

压脑病#

&!

例脑血管病#

%%

例慢性肾功能衰竭#

&#

例心力衰

竭'对照组中有
)(

例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该组患者的

平均年龄为$

$)'#%i"'1&

%岁#平均体质量为$

0#'#1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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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

@'A

!

方法

@'A'@

!

标本的收集和处理
!

所有入组对象均在清晨空腹前提

下静脉采血
1AO

#注入干燥不抗凝试管中#等到血液凝固之后

以
%###;

"

A+-

离心
0A+-

#分离出血清后#用于血浆生长激素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的相关测定'

@'A'A

!

使用仪器
!

采用贝克曼
GMJ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器#血浆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试剂盒均由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血浆生长激素的测定标准为
#'&AO

#第一抗体为
#'&

AO

&混匀后放置
"$c

水浴
&9

孵育分析试剂为
#'&AO

#第二

抗体为
#'&AO

&出现絮状沉淀后离心#采用射线定义分别检测

总放射线记数'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的测定放入离心管中#

再加入
%##

"

O

抽提液后封闭食管#室温放置
%1A+-

后#取
1#

"

O

上清液加入中心溶液中#混匀后进行样品稀释液备用处理#

再用洗涤液洗涤
%

次试管#测试试管的放射性记数'

@'B

!

观察指标
!

分析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
.&

变化水平#分析其相关性'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用
Ti4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两组研究对象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

比较
!

试验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

水平分别为$

"')1i#'))

%

-

7

"

AO

($

%10'%%i"%'")

%

-

7

"

AO

#对照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分别

为$

&'0%i#'10

%

-

7

"

AO

($

&"#'%&i%1'00

%

-

7

"

AO

#试验组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

著高于对照组$

!

&

#'#1

%#试验组患者血浆生长激素和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
.&

呈显著正相关$

-S#'$1)

#

!

&

#'#1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

!!!

因子
.&

水平比较#

Ti4

)

-

7

%

AO

$

项目
0

血浆生长激素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试验组
&&" "')1i#')) %10'%%i"%'")

对照组
&&& &'0%i#'10 &"#'%&i%1'00

6 %'"!)"& 0'"1!)!

! #'##%&& #'##")1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J-6FO8<N5:

!

/

B

;+C%#&$

!

E3C'"0

!

Q3'$



A'A

!

试验组第三期时出现并发症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

与对照组比较
!

试验组患者第三期时出现脑梗死"

心力衰竭等并发症时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分

别为$

&'""i#'11

%

-

7

"

AO

($

(%')1i!1'10

%

-

7

"

AO

#健康对照

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分别为$

&'(&i#')"

%(

$

&"#'%1i"%'%)

%

-

7

"

AO

#试验组患者在第三期时出现脑梗塞"

心衰等并发症时#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

著低于对照组$

!

&

#'#1

%#见表
%

'

表
%

!!

试验组第三期时出现并发症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
.&

与对照组比较#

Ti4

)

-

7

%

AO

$

项目
0

血浆生长激素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试验组
&&" &'""i#'11 (%')1i!1'10

对照组
&&& &'(&i#')" &"#'%1i"%'%)

6 )'"%&"% %'")(0$

! #'#&1!& #'#%")1

B

!

讨
!!

论

生长激素是由腺垂体分泌的含有
&##

多个氨基酸多肽#生

长激素的分泌受到抑制激素和丘脑生长激素的双重调节#另

外#生长激素本身对分泌具有负反馈作用)

$.0

*

'生长激素一方

面所具有的维持肌肉基质和长度等具有促进合成代谢作用#另

外一方面还可以诱导肝脏组织'早期研究资料认为肝脏组织

产生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而起作用#而肝脏是释放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
.&

的唯一场所'现阶段研究理论认为#除肝脏之

外的其他器官可以分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

(.&&

*

'生产激素

可以刺激局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的产生#再通过其自身分

泌或者旁分泌进入到血液循环中#在外周组织处产生多种生理

效益)

&%.&"

*

'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的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

!

&

#'#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通过受体介导发挥效应#

除此之外#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在心血管系统中分布广泛#能

够参与心血管系统的诸多病理生理过程'根据相关资料研究

结果显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在高血压发病机制中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是人体内具有
$#

个氨基

酸有丝分裂剂中的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参与胚胎发育和肿瘤

生长等过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

%增加心肌细胞

GQ/

&$

%

%减少蛋白降解&$

"

%促进蛋白质合成等)

&!.&1

*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变化或高或低#

)#R

左右的情况为高血浆生长激素(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与此同时伴有左心室肥厚)

&)

*

'血浆生

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著增高的机制可以考虑

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

%#多巴胺会促使血浆生长激素的释

放&$

%

%#下丘脑垂体功能紊乱导致患者的大脑皮层过于兴奋#

使得血浆生长激素增多'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还显示试验组

患者在第三期时出现脑梗塞"心力衰竭等并发症时#血浆生长

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

#'#1

%'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因素有!$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作为一

种非选择性神经营养因子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

$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具有减轻脑缺血后神经元损伤的保

护作用#因此使得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相对降低'

综上所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

变化水平显著升高#随着血压水平升高而表现得更

为明显#脑血管发生意外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代谢清除率

的加快和脑梗死并发症的发生对血浆生长因素的中枢性抑制

作用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水平下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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