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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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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脑卒中患者血清生物化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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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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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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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例数较少$

未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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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原因未明$故也未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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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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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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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

一

致$

-4

组最高$

$66

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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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脑卒中患者血清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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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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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值$以二者单一符合及二者同时符合作为阳性检

出$敏感性为
!)@

$特异性为
!&@

$阳性检出率为

A&@

$阴性检出率为
;A@

'以二者共同符合作为阳性

检出$敏感性为
')@

$特异性为
;&@

$阳性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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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特异性炎性反应的标志物$发生炎

性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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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

"激活补体系统$诱导炎

性相关内皮损伤$血管通透性增加$并诱导血管平滑

肌增生和血小板聚集$使动脉硬化斑块不断增大$从

而导致血栓形成(

A,"

)

#

*+,-.%

为新型超敏感方法检

测出的低密度
-.%

$可以为疾病的发生提供更敏感的

炎症信息#本研究表明$在脑卒中
836$8

不同类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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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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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患者中最高$其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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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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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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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达于心脏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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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房颤和心衰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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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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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脑损伤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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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导致多点和广泛的

脑损伤$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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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

//

是纤维蛋白原水解产生的特异性降解产物$

是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继发纤溶的特异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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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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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脑血管病的发生%发展有

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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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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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水平显著

高于其他脑卒中类型#发生急性脑梗死时$

//

升高$

表明血管内血栓形成和血管闭塞#房室和心室血栓

形成主要是由于局部血液停滞$体内的高凝状态促使

纤维蛋白降解$

//

升高#而
$66

型主要是由于高血

压或糖尿病造成脂质玻璃样变$故
//

较低#

012

是常见的炎性标记$可反映机体非特异炎症

状态$高浓度的
012

可导致凝血系统和纤容系统失

衡$使血液黏度增加#

C12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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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说明
012

在各

种类型脑卒中中变化不大$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但

012

仍然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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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1:,!

是重要的促炎因子$主要由中性

粒细胞产生$参与免疫系统的调节和机体代谢的调

控#早期研究显示$脑卒中患者血清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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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在脑组织缺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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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890,

!

水平即迅速升高$而
A"

"

'!*

后又会出现新

的峰值(

&&

)

#本研究显示$

1:,!

和
890,

!

水平在各类

型脑卒中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这
A

项指

标反映的是机体缺血状态$而对于区分各分型间并无

意义#

综上所述$

*+,-.%

%

//

和
012

均有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和血栓形成的作用$与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临床实践中$联合检测三者的水平有助于脑

卒中的早期诊断$可为脑卒中的分类和积极有效的治

疗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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