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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物质与血清胱抑素
3

在急性脑梗死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王庆乡!邵作峰!胡业刚

"兖矿集团总医院检验科!山东济宁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浆
<

物质"

"<

#和血清胱抑素
3

"

3

:

F3

#在急性脑梗死"

+3*

#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收

集
B%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
+3*

患者作为
+3*

组!同时选取
A&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
<

物质"

"<

#和血清
3

:

F3

水平$然后将
B%

例
+3*

患者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为轻%中%重度组!比较不同分组间患者
"<

和血清
3

:

F3

水平$结果
!

与对照

组
"<

+"

$#!?A'S$1?#C

#

H>

)

7)

,相比!

+3*

患者
"<

+"

#A'?C$S$%?AA

#

H>

)

7)

,明显降低!血清
3

:

F3

水平明显升高+"

#?#%S&?%!

#

与"

&?1#S&?$A

#

7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组后!进行两两比较显示!疾病严重程度加重!

+3*

患者
"<

降低%血清
3

:

F3

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A

#$结论
!

+3*

患者
"<

水平与
3

:

F3

水平与疾病发生及严重程度

密切相关!可以作为
+3*

诊断和预后评估的有效指标$

关键词"

<

物质&

!

胱抑素
3

&

!

急性脑梗死&

!

诊断&

!

预后

!"#

!

#&?!B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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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C'!=%#!&

"

$&#'

#

#A=$#C$=&$

!!

急性脑梗死$

+3*

%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常见的神经内科

疾病#约占据
1A@

以上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生率随着生活方式

的改变及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而逐年上升#具有病死率高'

致残率高的特点(

#=$

)

*尽管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

+3*

的治疗

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多数患者仍然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出现神经功能损伤症状#影响生活质量(

!

)

*早期诊断#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改善疾病症状#阻止疾病进展是该疾病的主要治疗

目标*因此#寻找
+3*

的有效诊断指标对该疾病的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浆
<

物质$

"<

%和血清胱抑素
3

$

3

:

F3

%在
+3*

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义#以期为
+3*

的

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将
$&#C

年
#̀ #&

月于本院就诊的
B%

例
+3*

患者纳入
+3*

组#纳入标准!$

#

%符合
+3*

的相关诊断标准(

%

)

&

$

$

%首次起病#起病至就诊时间小于或等于
$%J

&$

!

%排除昏迷#

合并感染性'血液系统'精神疾病#近期有抗血小板聚集及抗凝

药物用药史#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等患者*同期
A&

例健康

体检者纳入对照组*

+3*

组中男
A%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C$?1S1?C

%岁&对照组中男
!#

例#女
#B

例#年龄
%C

)

'$

岁#平均$

C!?$S'?1

%岁*

$

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A

%#具有可比性*

D?E

!

方法

D?E?D

!

"<

检测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抽取空腹外周静脉

血约
%7)

#立即注入预温试管中$含有
&?A7769

"

)

的
(_2+=

4.

$

C&

'

)

和抑肽酶
%&

'

)

%#混匀后低温离心$转速
%&&&

/

"

7EG

%分离血浆#放置于
$̀&j

的冰箱中进行保存*提取
"<

时#每
#7)"<

血浆中加入
$7)

预冷好的丙酮#将其混匀#离

心后分离上清液体#然后加入
%7)

冷石油醚#混匀后再次进

行离心#将上相丢弃#留下下相#采用电风扇将残留丙酮吹去#

最后采用冷冻抽干机将剩余液体抽干#以待检测*采用乳胶颗

粒免疫增强法检测
"<

水平#试剂盒购于上海拜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E?E

!

3

:

F3

检测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抽取空腹外周静

脉血约
A7)

#将标本静置于室温环境中#

#J

内将标本进行离

心
#&7EG

$转速为
#&&&/

"

7EG

%以分离血清*将标本上层血清

转移至准备好的无菌
(<

管中#将其置于
1̀&j

的冰箱中进行

保存*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3

:

F3

水平#试剂盒购于

上海拜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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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水平的组间比较
!

先比较
+3*

组与对照组

"<

'

3

:

F3

水平*然后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对
B%

例
+3*

患者进

行分组#比较不同亚组间
"<

'血清
3

:

F3

水平*疾病严重程度

分组按照.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34\_"

%

(

A

)进行#

&

)

#A

分为轻型#

#C

)

!&

分为中型#

!#

)

%A

分为重型*

D?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以
HSA

表

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7

检验#多组均数比较应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均数中的两两比较采用
"4e=

?

检验#

2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

组研究对象血清
"<

'

3

:

F3

水平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

+3*

患者
"<

明显降低#血清
3

:

F3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

&?&A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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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研究对象血清
"<

)

3

:

F3

水平比较#

HSA

$

组别
- "<

$

H>

"

7)

%

3

:

F3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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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照组
A& $#!?A'S$1?#C &?1#S&?$A

+3*

组
B% #A'?C$S$%?AA #?#%S&?%!

7 #$?!C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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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
"<

'

3

:

F3

水平比较
!

不同严重

程度
+3*

患者
"<

'

3

:

F3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A

%*进行两两比较#随着疾病严重程度加重#

"<

水平降低#

血清
3

:

F3

水平升高#

$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A

%*见表
$

*

表
$

!!

不同严重程度患者
"<

)

3

:

F3

水平比较#

HSA

$

疾病严重程度
- "<

$

H>

"

7)

%

3

:

F3

$

7

>

"

)

%

轻型
$% #B$?C1&S$$?#% &?1AS&?#B

中型
A$ #A1?%!CS#1?#A

"

#?&'S&?$%

"

重型
#1 #&$?BC&S#C?'B

""

#?!&S&?!1

""

! ##A?#B #A?!A

2 &?&&& &?&&&

!!

注!与轻型患者比较#

"

2

$

&?&A

&与中型患者比较#

"

2

$

&?&A

*

F

!

讨
!!

论

!!

近年来#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已经成为社会性

的健康问题*其中
+3*

是一种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是主要的

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及致残率高的临床特

点(

C='

)

*研究显示#早期诊断
+3*

并客观评价疾病的预后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

)

*目前#

+3*

的相关研究一直是临床上研究

的热点问题#而寻找
+3*

有效的诊断及预后评估指标仍然有

待进一步探讨*

"<

是一种神经肽#由
##

个氨基酸组成#在神经系统中广

泛分布#与其他神经肽共存#相互作用(

B

)

*研究表明#当神经细

胞受到损伤时#

"<

的合成和分泌减少#并且能够与其他神经肽

共同作用#导致代谢紊乱#加重神经细胞损伤程度(

#&

)

#而且当

神经细胞功能逐渐恢复时#其水平也将随之恢复正常#为该指

标作为
+3*

的有效诊断及预后评估指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

础*但是#目前关于
"<

在
+3*

诊断及预后价值的研究并不

多*近年来#

3

:

F3

在
+3*

中的变化及意义也逐渐成为热点问

题之一*

3

:

F3

是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机体内所有有

核细胞均可分泌#体内含量丰富#其表达失衡是动脉粥样硬化

病理过程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在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

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与神经细胞损伤有关(

##=#$

)

*目前
3

:

=

F3

水平升高促进脑梗死发生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但研究显

示#

3

:

F3

可能通过血管损伤'炎性反应等机制促进脑梗死的发

生#损伤神经细胞#加重疾病病情(

#!=#%

)

*

本研究中#与健康人群相比#

+3*

患者
"<

水平明显降低#

血清
3

:

F3

水平明显升高*根据
+3*

疾病严重程度分组后#随

着疾病严重程度加重#

+3*

患者
"<

水平降低#血清
3

:

F3

水平

升高*说明
+3*

患者
"<

及血清
3

:

F3

水平与健康人群相比会

发生明显变化#并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当然#本研究中

存在局限性#如样本量小#而且未探讨
"<

'

3

:

F3

水平变化的具

体发生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

+3*

患者
"<

水平降低'血清
3

:

F3

水平升高#

其变化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以作为
+3*

诊断和预后

评估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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