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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基因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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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载脂蛋白
5

"

7

D

#5

#与载脂蛋白
T

"

7

D

#T

#基因多态性与早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的

相关性$方法
!

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患者中随机选择迟发冠心病
+*

例%早发冠心病
+*

例!采用基因

芯片技术检测
7

D

#5

与
7

D

#T

基因多态性!分析不同研究组基因型分布频数%等位基因分布百分率的差异$结果
!

除迟发冠心病

组
7

D

#T

等位基因
,

*

分布百分率低于早发冠心病组外"

(

$

,;,>

#!

7

D

#T

%

7

D

#5

其他基因型分布频数及等位基因分布百分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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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7

D

#T

等位基因
,

*

可能是早发冠心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关键词"早发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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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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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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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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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是一种多基因

遗传性疾病#发病机制涉及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但遗传因素

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关键)按照患者发病年龄#可将冠心病分为

早发冠心病及晚发冠心病#其中早发冠心病比较特殊#是医学

研究的热点)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不断深入#已可从基因水平

分析早发冠心病)本研究采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载脂蛋白
5

$

7

D

#5

%与载脂蛋白
T

$

7

D

#T

%基因多态性#并分析了二者与早

发冠心病的相关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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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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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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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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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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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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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收治的冠

心病患者中随机选择迟发冠心病
+*

例#早发冠心病
::

例)迟

发冠心病患者中#女
*

例*男
+,

例#平均年龄$

*@;:f:;+

%岁)

早发冠心病患者中#女
+-

例*男
*-

例#平均年龄$

:@;+f<;.

%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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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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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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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采集
!

采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初诊时总胆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

舒张末期内径及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检测结果)

@;A;A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采用一次性无菌注射针采集患者静

脉血
,;>'8

#加入含有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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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8

乙二胺四乙酸

$

TQ37

%溶液的
);>'8

无菌离心管#密封管盖后多次上下颠

倒混匀'

)

(

)如标本无法立即检测#可采用
+

"

.^

保存
-

周*

a+,^

保存半年#

a.,^

长期保存的方法进行标本保存#并

严格避免反复冻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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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
!

联合采用聚合酶链反应$

49(

%扩增

及基因芯片技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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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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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首先

采用
49(

扩增仪进行
7

D

#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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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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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扩增#再采用全自动

杂交仪进行芯片杂交'

-

(

)采用生物芯片识读仪检测芯片杂交

信号)采用图像分析软件分析芯片杂交信号检测结果#判断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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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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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位点'

*

(

)标本检测的同时#进行阳

性*阴性质控品检测)所有质控品检测结果正确#研究实验结

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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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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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弱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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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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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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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多态性检测结果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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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阴性#

eiea

判为

弱阳性#

eiei

判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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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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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O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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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

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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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基因多态性分析数据包括基因型频

数*等位基因百分率*优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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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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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组间比较
!

早发冠心病组和迟发冠心病组总胆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

收缩末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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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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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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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冠心病组和迟发冠心 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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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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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ei

基因型)早发冠心病组和迟发冠心病组
eaea

*

ei

ea

基因型分布频数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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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发冠心病组等位基因
ei

百分率小于早发冠心病组#等位基

因
ea

百分率大于早发冠心病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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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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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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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冠心病组和迟发冠心

病组
7

D

#T

基因型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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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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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最为常见&早发冠心病组

和迟发冠心病组各基因型分布频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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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百分率由高到低依

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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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发冠心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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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百分率由高到低

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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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发冠心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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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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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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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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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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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冠心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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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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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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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是参与脂代谢的重要脂蛋白成分)其中#

7

D

#T

基因多态性是诱发冠心病的重要因素#可导致冠心病发

病年龄提前'

),!)+

(

)遗传因素是诱发年轻患者早发冠心病的重

要因素#环境因素是诱发老年患者冠心病的重要因素#而

7

D

#T

基因型中的纯合子
,

*

"

*

则是诱发早发冠心病的最关键

因素)

本研究采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迟发冠心病患者和早发冠

心病患者
7

D

#5

与
7

D

#T

基因多态性#并分析了患者基因型和

等位基因分布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早发冠心病患者
7

D

#T

等

位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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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百分率高于迟发冠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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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证实#早发冠心

病与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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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无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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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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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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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发冠心病潜在危险因素)

早发冠心病影响因素很多#载脂蛋白基因多态性是冠心病

早发的独立影响因素#或联合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尚未完全明

确)因此#关于载脂蛋白基因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的相关性有

待更为深入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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