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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究脂联素水平与蛛网膜下腔出血!

V4D

$后迟发性脑缺血!

U?=

$发生的关系(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谷城县人民医院就诊的
V4D

患者
!2

例#并选取同期于该院

接受健康体检的志愿者
!"

例为对照(其中
V4D

患者中有
$,

例发生
U?=

#

(,

例未发生
U?=

#分别纳入
U?=

组

和非
U?=

组(分别于
V4D

发生后
#

)

(

)

,

)

#"

)

#2

)

$#J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浆脂联素水平(结果
!

U?=

组改良
351_/1

评分高于非
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h"%"#$

$#但两组世界外科医师联盟!

Q>PV

$的蛛网

膜下腔出血分级和动脉瘤位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

V4D

发生后血浆脂联素水平逐渐降低#于出血

后
,J

达到最低#

,

"

$#J

血浆脂联素水平逐渐升高(

V4D

组出血后
(

)

,J

脂联素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Mh"%"##

)

"%""'

$*

U?=

组出血后
(

)

,

)

#"

)

#2J

脂联素水平明显高于非
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M

&

"%"*

$(结论
!

脂联素与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密切相关#出血后
(

"

#2J

#脂联素的水平降低

可能与
U?=

的发展相关#推测提高脂联素水平可预防脑血管痉挛和
U?=

的发生(

关键词!脂联素*

!

蛛网膜下腔出血*

!

迟发性脑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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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

U?=

'通常发生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

V4D

'后
2

"

#2J

!是始发出血后

主要的致死和致残原因之一$

#

%

#

U?=

发生主要是由

于炎性反应"白细胞
+

内皮细胞相互作用以及一氧化氮

水平下降诱发脑血管痉挛$

$+(

%

!但目前尚无有效预防

及治疗手段#脂联素是一种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肪

因子!具有抗炎"胰岛素抵抗及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作

用$

2

%

#目前研究发现!脂联素能够影响一氧化氮的生

成!干扰内皮细胞依赖的血管舒张$

*

%

!且缺血性脑卒

中和颅内出血的患者均有脂联素水平降低$

!

%

#有研

究发现脂联素与
V4D

早期脑损伤密切相关!因而

V4D

后提高患者脂联素水平可能成为预防及治疗

U?=

的新策略!但脂联素与
V4D

患者
U?=

的关系仍

存在争议$

,+)

%

#本研究通过动态检测
V4D

患者血清

脂联素水平!探究脂联素与
V4D

后
U?=

的关系!以期

为临床预防及治疗
V4D

后
U?=

提供一定指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因动脉瘤破裂引起
V4D

且在出血
$2G

内于湖

北文理学院附属谷城县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
!,

例!

其中
(

例因在出血后
$

周内死亡而被排除#纳入的

!2

例患者中男
(2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i

#"%*

'岁#

!2

例患者中有
$,

例患者发生
U?=

!

(,

例

患者未发生
U?=

!分别纳入
U?=

组和非
U?=

组#所有

患者均在脑出血发生
$2G

内接受头部
?L

检查#

V4D

后
U?=

被定义为因经头部
?L

和经颅多普勒证

实的血管痉挛或新发梗死灶!

V4D

后
U?=

患者头颅

?L

改变和
L?U

改变见图
#

"

$

#排除其他住院期间可

能引起临床症状恶化的原因&如发热"脑积水"再出血

和动脉血肿等'#选取同期于该院招募的
!"

例健康

志愿者为对照!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i##%'

'岁!对照组入选前均无血小板功能异常

且至少
#*J

内未口服或输注任何药物!既往无头部疾

病且经
?L

证实无出血"梗死"肿瘤等颅内病变#

$

组

性别"年龄"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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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研究由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

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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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D

组与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

&

7iF

'

性别

&男*女!

,

*

,

'

吸烟

&

,

'

饮酒

&

,

'

高血压

&

,

'

糖尿病

&

,

'

V4D

组
()%(i#"%* (2

*

(" #' #! $" #!

对照组
(,%$i##%' (*

*

$* #2 #* #! ##

=

*

!

$

#%$!' "%(2" "%""" "%""" "%(#! "%'"'

M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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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

出血
$2G

内"出血后
(

"

,

"

#"

"

#2

"

$#

J

分别取
V4D

患者外周血
(FN

!同时取对照组外周

血
(FN

!

("""6

*

F/1

离心
#"F/1

后取上清于
M'"b

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脂联素水平!脂

联素抗体及试剂盒均购自美国
H/CZ/0/C1

公司!严格按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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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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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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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G$"#'

!

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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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患者
V4D

出血程度采用世界

外科医师联盟&

Q>PV

'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分级进行

评估!分
)"2

级!等级越高!出血情况越严重$

#"

%

#患

者预后在出血后
(

个月通过改良
351_/1

量表评估!

"

"

*

分!评分越高!预后越差#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处理!计

量结果采用
7i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和
>/0G;6

精确概率法!等级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Q/:9ĈC1

秩和检验!以
M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U?=

患者与非
U?=

患者一般情况与临床资料比

较
!

在
V4D

发生后的
#2J

内!共有
$,

例患者发生

U?=

!纳入
U?=

组+

(,

例未发生
U?=

的患者!纳入非

U?=

组#

U?=

组与非
U?=

组一般情况与临床资料对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M

'

"%"*

'!见表
$

#

U?=

组

患者改良
351_/1

评分高于非
U?=

组&

Mh"%"#$

'!但

$

组
Q>PV

分级"动脉瘤位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M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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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组与非
U?=

组一般情况与临床资料对比

组别
,

年龄

&岁'

性别&男

*女!

,

*

,

'

吸烟

&

,

'

饮酒

&

,

'

高血压

&

,

'

糖尿病

&

,

'

中枢神经

感染&

,

'

肺炎或尿道

感染&

,

'

深静脉血栓或

肺栓塞&

,

'

U?=

组
$, ()%'i)%2 #(

*

#2 , * * 2 $ ( #

非
U?=

组
(, (,%*i##%' $#

*

#! ## ## #* #$ # 2 (

=

*

N #%$!' "%2!* "%##$ #%"2! (%*$2 $%*'2 "%,,( "%""# "%*#,

M "%($# "%2)! "%,(' "%("! "%"!# "%#"' "%(,) "%)," "%2,$

表
(

!!

U?=

组与非
U?=

组
Q>PV

分级'改良
351_/1

!!!

评分及动脉瘤位置对比

组别
U?=

组

&

,h$,

'

非
U?=

组

&

,h(,

'

* M

Q>PV

分级
#%2($ "%(*$

!)

2 )

!,

* *

!&

* 2

!%

' )

!2

* #"

改良
351_/1

评分
*%,'$ "%"#$

!

# " )

!

$ ! '

!

( ' '

!

2 ) #"

!

* 2 $

动脉瘤位置
#%!,$ "%(,)

!

颈内动脉
' #2

!

大脑中动脉
' #"

!

大脑前动脉
* ,

!

后循环
! !

%%%

!

不同时间点
V4D

组与对照组血浆脂联素水平

!

V4D

后
#

"

,J

!

V4D

组血浆脂联素水平逐渐降

低!于
,J

达到最低!

,

"

$#J

血浆脂联素水平逐渐升

高#与对照组相比!

(

"

,JV4D

组血浆脂联素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Mh"%"##

"

"%""'

'!但其余时间点
$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见图
#

#

!!

注(

V4D

组与对照组比较!

"

M

&

"%"*

图
#

!!

V4D

组血浆脂联素水平变化$

7iF

&

%%&

!

不同时间点
U?=

组与非
U?=

组血浆脂联素水平

比较
!

U?=

组与非
U?=

组在
V4D

后
#

"

,J

内!血浆

脂联素水平逐渐下降!均于
,J

达最低值!

,

"

$#J

!血

浆脂联素水平逐渐上升#

U?=

组出现后
(

"

,

"

#"

"

#2J

血浆脂联素水平均低于非
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M

&

"%"*

'!见图
#

#

!!

注(

U?=

组与非
U?=

组比较!

"

M

&

"%"*

图
$

!!

U?=

组与非
U?=

组血浆脂联素水平比较$

7iF

&

&

!

讨
!!

论

!!

V4D

后
U?=

常继发于脑血管痉挛!对患者造成

二次伤害!严重影响患者预后$

##

%

#脂联素因具有抗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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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G$"#'

!

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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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逐渐成为缺血性脑卒中

研究的重要生物学指标!可能是缺血性脑卒中新药物

靶点$

#$

%

#

RV\e4

等$

#(

%研究显示!脂联素可能通过

4@We

信号通路激活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使一

氧化氮水平升高!抑制血管痉挛#因而推测
V4D

后

U?=

可能与脂联素密切相关!脂联素水平的增高可以

预防
U?=

#本研究通过检测
V4D

患者出血后不同时

间点血浆脂联素水平!探讨脂联素与
V4D

后
U?=

的

关系#

L4e]\?D=

等$

#2

%研究发现!

U?=

组与非
U?=

组

改良
351_/1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结果显

示!

U?=

组改良
351_/1

评分高于非
U?=

组!而
Q>PV

分级及动脉瘤位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V4D

患

者发生
U?=

预后较差!本文研究结果与
L4e]\?D=

等的研究结果不同!这可能是由于
V4D

本身即可引

起偏瘫"偏身感觉障碍!

U?=

对预后的影响作用可能

相对次要#而且
L4e]\?D==

等$

#2

%研究样本量较小

且纳入研究对象年龄偏大!因而
U?=

对患者预后的影

响仍需综合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脂

联素水平在
V4D

发生后
#

"

,J

逐渐降低!于出血后

,J

达最低值!

,

"

$#J

脂联素水平逐渐升高#与对照

组相比!

V4D

患者
(

"

,J

脂联素水平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与非
U?=

组相比!

U?=

患者
(

"

,

"

#"

"

#2

J

脂联素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脂

联素在
U?=

发生期间明显降低!在出血后
(

"

#2J

U?=

患者脂联素水平显著低于非
U?=

患者!可能与

U?=

发生密切相关#其原因可能为(&

#

'脂联素水平

降低使过氧化物酶"白细胞介素&

=N

'

#

"

=N+'

和肿瘤坏

死因子表达增加!脑出血后机体炎性反应活跃!加重

脑损伤$

#*+#!

%

+&

$

'脂联素水平降低使其对一氧化氮合

成酶促进作用降低!脑血管一氧化氮水平下降!导致

脑血管痉挛引起
U?=

$

#,+#)

%

+&

(

'脂联素可能通过阻断

核因子
_T

&

P>+_T

'信号通路!抑制机体炎性反应!达

到神经保护作用$

#*

%

#研究结果说明脂联素在
V4D

早期脑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是
V4D

早期预防

U?=

发生的重要生物学标志和药物靶点#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

#

'样本量小!容易增加统计

学误差+&

$

'未研究低水平脂联素对患者的影响+&

(

'

未对患者行术后
?L

血管造影!不能评估血浆脂联素

水平与血管痉挛间的关系+&

2

'其相关分子机制仍不

十分确切!仍需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

的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脂联素与
V4D

后
U?=

密

切相关!出血后
(

"

#2J

!脂联素的水平降低可能与

U?=

的发展相关!可能是提示
U?=

发生的重要生物学

指标#虽然目前笔者对其只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推

测提高脂联素水平可预防脑血管痉挛和
U?=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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