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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兹罕默症$

&]

%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

行性病变#相关研究显示
&]

的发病率可达
)5))!;

以上#且

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

+

'

)临床上
&]

可导致患者病死或致

残等的发生#临床预后不佳&

'

'

)近年来发现炎性反应在
&]

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细胞炎症因子的富集

或者激活#可以通过诱导神经元的损伤或者凋亡#进而加剧病

情的进展#促进神经元功能的退行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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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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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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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细胞炎症因子#可以通过加剧下

游单核细胞或者巨噬细胞等对于脑组织的浸润#进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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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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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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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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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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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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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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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中的异常表达及其与患者神经功能评分

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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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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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未使用抗抑郁药等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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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系统严重疾病)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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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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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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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2_W

*

$#@!

水平与
YY%"

和
0$

得分的相关性

!

&]

患者血清
2_W

*

$#@!

水平与
YY%"

得分呈负相关$

6̀

T)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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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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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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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
2_W

*

$#@!

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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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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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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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
!!

论

!!

&]

是以神经系统进行性退行性病变为主要病理改变的

中枢系统疾病#临床上以失语*失忆*失用及视觉空间技能障碍

等全面的认知障碍为主要表现#部分患者可合并不同程度的人

格障碍)

&]

的发病病因尚不清楚#染色体异位*基因突变*甲

状腺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功能性精神障碍及头部外伤史等均

为
&]

发生的危险因素#患者有典型的认知功能及记忆力减退

等表现&

!@9

'

)一项汇集了
+:<

例样本量的临床回顾性分析研究

显示#影像学指标诊断
&]

的临床总体有效率不高#其诊断灵

敏度及特异度均不足
<(;

&

:@6

'

#诊断学一致性较差)而通过对

&]

患者病情发生过程中相关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可以为
&]

的早期诊断提供潜在的临床参考指标)

在
&]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细胞氧化应激损伤*过氧化损

伤导致的细胞缺氧等病理过程#均可以促进
&]

病情的加剧)

近年来基础研究显示#细胞氧化应激及细胞炎症因子的浸润#

在促进
&]

神经元细胞退行性病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6@+)

'

)

2_W

和
$#@!

等指标的上升#可以促进神经元的淀粉

样病变#并促进神经纤维的缠绕#进而促进
&]

的发生(同时

2_W

和
$#@!

等激活导致的下游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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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局部中枢神经元细胞的氧摄取障碍#加剧神经元细胞膜的损

伤和完整性的破坏&

++@+'

'

)已有的研究探讨了
&]

患者血清中

2_W

*

$#@!

等指标的变化#但相关研究的样本量较少#临床资料

的收集偏移较为严重#可信性不高)

本研究发现#

&]

组患者的
2_W

和
$#@!

水平明显高于健

康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

%#提示相关细胞炎症

因子的激活导致的炎性反应#可能参与到了
&]

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

2_W

和
$#@!

的上升#可以通过影响到神经元轴突末梢

的神经递质的摄取*促进氧自由基对于轴突的损伤#进而导致

神经元的电传递功能的障碍#促进脑功能的衰退)有研究者通

过回顾性分析研究了
:'

例样本量的动物模型资料#发现
&]

血清中的
2_W

和
$#@!

可较对照组上升
*

"

<

倍#且患者的脑

功能评分越差#病情预后不佳的患者#其
2_W

和
$#@!

的上升

更为明显#这与本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

+*@+<

'

)

&]

患者的定向

力*瞬时记忆及注意力和计算力等认知功能受到了明显的影

响#相关功能评分均显著下降#而与此同时患者的生活状态评

分有所下降#生活自理能力不足#这与笔者临床上观察到的相

关症状较为一致#

&]

患者的长期
$

淀粉样蛋白沉淀及因此导

致的脑萎缩等#均影响到了患者功能评分)尹秀华等&

+<

'研究

中并未发现
&]

患者计算力的下降#这与本研究的结论存在一

定的差别#考虑到样本量的不足*临床资料的收集偏移及
&]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间的差异等#均可能导致了最终结论的差

异)相关关系分析可以发现#

&]

患者血清中相关炎症因子的

表达与患者的脑功能评分具有密切的关系#笔者考虑存在以下

机制!$

+

%

2_W

和
$#@!

可以通过促进乙酰胆碱酯酶的激活#抑

制神经递质的重新摄取#促进患者神经递质传递的障碍($

'

%

2_W

和
$#@!

对于脑组织神经元轴突鞘膜的损伤#可以导致脑

组织相关功能区域神经组织的损害)

综上所述#

&]

患者血清的
2_W

*

$#@!

水平较高#且与患者

的精神症状和日常生活能力密切相关)但本研究对于
2_W

*

$#@!

的表达与
&]

患者的远期治疗预后的关系研究不足#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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