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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急性冠脉综合征"

7H\

#患者血尿酸"

FT7

#水平与机体炎性反应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关

系$方法
"

回顾性
%#"!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7H\

患者临床资料!

"%#

例
7H\

患者作为观察组!

分为不稳定型心绞痛组"

T7̂

组!

,V$$

#和急性心肌梗死组"

7PJ

组!

,V!4

#!另选取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

康对照组!比较各组间
FT7

%炎症因子及血管内皮功能水平!并分析
FT7

与机体炎症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关系$

结果
"

与健康对照组指标水平相比!观察组
FT7

%肿瘤坏死因子"

L8Q

#

3

%

%

H

反应蛋白"

H5̂

#与内皮素
3"

"

SL3

"

#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且
7PJ

组
FT7

%

L8Q3

%

%

H5̂

与
SL3"

水平均明显高于

T7̂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观察组
8_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7PJ

组明显低于
T7̂

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9

'

#'#!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7H\

患者
FT7

水平与病情进展程度%

L8Q3

%

%

H5̂

及
SL3"

水平呈正相关"

@

分别为
#'4"$

!

#'44#

!

#'&&2

和
#'&$"

!

9

'

#'#!

#!与
8_

水平呈负相关"

@VM#'&#4

!

9

'

#'#!

#$结论
"

7H\

患者
FT7

水平显著升高!其水平与病情进展程度%机体炎症及血管内皮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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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

7H\

*是指由冠状动脉内不稳

定粥样斑块破裂引发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最终导致

急性心肌缺血的一种临床综合症#是冠心病中较为凶

险的一种类型%

"

&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

-中指出#

我国
7H\

的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心血管病是城

乡居民死亡的首要因素#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

担%

%

&

'冠状动脉痉挛$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血栓形成

是该病主要病理基础#炎性反应与冠状动脉不稳定斑

块破裂及血栓形成关系密切%

&34

&

'近年来临床研究表

明#血尿酸)

FT7

*与冠心病有关#高尿酸血症可促进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及发展#是
7H\

的危险因

素%

!

&

'

FT7

与
7H\

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肿瘤坏

死因子)

L8Q

*

3

%

$

H

反应蛋白)

H5̂

*$内皮素
3"

)

SL3"

*

和一氧化氮)

8_

*是当前研究较重要的炎症及血管内

皮功能的标志性指标#且
FT7

与
7H\

患者
L8Q3

%

$

H5̂

$

SL3"

及
8_

关系研究鲜有报道#为此#本文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2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7H\

患者临床资料#本研究内容

及流程均严格参照本院伦理委员会标准#研究取得伦

理委员会许可后进行'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均符

合
7HH

"

7X7

制定
7H\

相关诊断标准%

$

&

#经冠脉造

影确诊+)

%

*患者临床资料齐全'排除标准!)

"

*伴有

急慢性感染$恶性肿瘤及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

%

*伴

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

*入组前
%

周均未服用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7HSJ

*治疗'纳入
"%#

例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不稳定型心绞

痛患者
$$

例)

T7̂

组*和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4

例

)

7PJ

组*#其中
T7̂

组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
&#

例#年龄
4$

!

2-

岁#平均年龄为)

$%'$"U2'&!

*岁#

7PJ

组患者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
%4

例#年龄

4!

!

26

岁#平均年龄为)

$&'#-U2'!%

*岁'纳入同期

医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

例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性
$2

例#女性
!&

例#年龄
4&

!

2-

岁#平均年龄为

)

$4'"%U2'%&

*岁'

&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9

(

#'#!

*'

@'A

"

检测方法
"

所有受试者分别于确诊后空腹
"%@

次日及体检当日清晨抽取空腹外周静脉血
&(+

#经

离心后收集血清以检测患者
FT7

$炎症因子)

L8Q3

%

和
H5̂

*及血管内皮功能)

SL3"

和
8_

*#

FT7

检测方

法为酶法#

L8Q3

%

$

H5̂

检测采用
S+J\7

法#

SL3"

检

测采用放射酶联免疫法#

8_

检测方法为硝酸盐还原

酶法)检测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其余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上海酶联生物有限公司'检

测流程严格参照说明书进行#指标检测结果由本院检

验科提供'

@'B

"

统计学处理
"

研究数据处理选用
SjHS+

表格

及
\̂ \\"2'#

软件#经正态性验证
FT7

$炎症因子及

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水平均符合正态分布#以
OUH

表

(

6-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J1BO+A;P9E

!

Q9;<=A<

C

%#"-

!

R)*'4#

!

8)'4



示#多组间指标水平比较方法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多

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

?

9A<(A1

和
9̂A<0)1

相关分析#

9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组间
FT7

水平比较
"

单因素方差结果表明#各

组间
FT7

水平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V&#'%&%

#

9

'

#'#!

*+观察组
FT7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观察组内亚组间水平

比较#

7PJ

组
FT7

水平)

4"6'$2U-&'6&

*

"

()*

"

+

明

显高于
T7̂

组)

&!$'#4U"#$'4%

*

"

()*

"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9

'

#'#!

*#见表
"

'

表
"

""

组间
FT7

水平比较#

OUH

%

组别
, FT7

)

"

()*

"

+

*

健康对照组
"%# &#"'!!U-#'#-

观察组
"%# &6"'#$U--'%2

!

T7̂

组
$$ &!$'#4U"#$'4%

7PJ

组
!4 4"6'$2U-&'6&

(

&

"

9 &#'%&%

"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与
T7̂

组比较#

(

9

'

#'#!

A'A

"

组间炎症因子比较
"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各组间
L8Q3

%

和
H5̂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V4!$'"42

#

&%#'622

#

9

'

#'#!

*+观察组
L8Q3

%

和

H5̂

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9

'

#'#!

*+观察组内#

7PJ

组
L8Q3

%

和
H5̂

水平

为%)

%!4'22U&$'!6

*

1

G

"

+

#)

"$'&$U&'#"

*

(

G

"

+

&明

显高于
T7̂

组%)

"6$'&%U&&'6%

*

1

G

"

+

#)

-'%6U

%'26

*

(

G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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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炎症因子比较#

OUH

%

组别
, L8Q3

%

)

1

G

"

+

*

H5̂

)

(

G

"

+

*

健康对照组
"%# "#6'64U%"'%- %'4"U#'--

观察组
"%#

%#&'"&U%-'-"

!

"4'-!U4'6-

!

T7̂

组
$$ "6$'&%U&&'6% -'%6U%'26

7PJ

组
!4

%!4'22U&$'!6

(

"$'&$U&'#"

(

&

"

9 4!$'"42

"

#'### &%#'6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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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与
T7̂

组比较#

(

9

'

#'#!

A'B

"

组间血管内皮功能比较
"

单因素方差结果表

明#各组间
SL3"

及
8_

水平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

&V442'4"%

#

""6'"-!

#

9

'

#'#!

*+与健康对照

组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相比#观察组
SL3"

水平明显升

高#

8_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观察组内
7PJ

组
SL3"

水平)

&'!-U#'2-

*

1

G

"

+

明显高于
T7̂

组)

"'-"U#'%2

*

1

G

"

+

#

7PJ

组
8_

水平 )

"-'"!U2'#4

*

"

()*

"

+

明 显 低 于
T7̂

组

)

&$'&$U"#'24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见表
&

'

A'C

"

相关性分析
"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FT7

水平

与病情进展程度呈正相关#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FT7

水平与
L8Q3

%

$

H5̂

及
SL3"

水平呈正相关)

@

分别为
#'4"$

#

#'44#

#

#'&&2

和
#'&$"

#

9

'

#'#!

*#与

8_

水平呈负相关)

@VM#'&#4

#

9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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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血管内皮功能比较#

OUH

%

组别
, SL3"

)

1

G

"

+

*

8_

)

"

()*

"

+

*

健康对照组
"%# "'#"U#'"& 4!'42U"&'-4

观察组
"%#

%'6&U#'$4

!

%4'4!U-'22

!

T7̂

组
$$ "'-"U#'%2 &$'&$U"#'24

7PJ

组
!4

&'!-U#'2-

(

"-'"!U2'#4

(

&

"

9 442'4"%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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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与
T7̂

组比较#

(

9

'

#'#!

""

注!

A

$

;

$

>

和
E

分别表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FT7

水平与机体

L8Q3

%

$

H5̂

$

SL3"

和
8_

的相关性

图
"

""

相关性分析图

B

"

讨
""

论

""

流行病学研究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式

的改变#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及冠心病的发病率

越来越高%

2

&

'

7H\

属于冠心病中较为凶险的疾病类

型#住院率及病死率较高#其发病群体以老年为主#但

近年来相关研究指出#

7H\

的发生呈年轻化趋势#其

原因可能与人们的饮食习惯$吸烟$酗酒$熬夜$高压

力$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关%

63-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是
7H\

的病理基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

表面糜烂#诱发血栓形成是
T7̂

和
7PJ

的主要

原因%

"#

&

'

既往研究已证实#炎症因子与血管内皮功能在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及血栓形成中起着重要作

用%

""3"%

&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健康健康对照组相比#

7H\

患者炎症因子$

SL3"

水平显著升高#

8_

水平显

著降低#且
7PJ

组患者指标水平变化幅度明显#研究

结果揭示
7H\

患者存在明显炎症应激反应及血管内

皮功能紊乱#本研究结果与先前报道的部分内容相一

致%

"&3"4

&

#进一步证实炎症因子与血管内皮功能参与了

7H\

的发病过程'

尿酸)

T7

*是机体内黄嘌呤氧化酶的最终产物#

近年来多项临床研究表明#

FT7

水平与冠心病关系

(

--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J1BO+A;P9E

!

Q9;<=A<

C

%#"-

!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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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指出
FT7

每升高
"(

G

"

E+

#患者病死率风险可

增加
"%,

#冠心病患者心功能分级及不良预后风险愈

高%

"!

&

'国内外研究已证实#血尿酸水平与冠心病发生

及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正相关%

"$3"2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7H\

组患者
FT7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

7PJ

组水平显著高于
T7̂

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明#

FT7

水平与
7H\

病情程度呈正相关#研究结果

表明
FT7

参与了
7H\

发病#其指标水平可反映病变

的急性变化#其原因可能为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时#患

者交感神经系统活性被激活#导致机体内核苷酸代谢

活动增强#

FT7

合成增加'

此外本研究还分析了
FT7

与机体炎症及血管内

皮功能的关系#结果表明#

FT7

水平与
L8Q3

%

$

H5̂

及
SL3"

水平呈正相关#与
8_

水平呈负相关#研究结

果说明
FT7

与机体炎症及血管内皮功能有关#其原

因可能为尿酸可增强血管内皮细胞间黏附分子的表

达#增加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3"

的生成#诱导
L8Q3

%

$

H5̂

等炎症因子聚集及迁移%

"6

&

+

T7

作为一种具有抗

氧化和促氧化双重作用的内源性抗氧化剂#代谢过程

中黄嘌呤氧化酶活性增强#促使脂质过氧化反应#增

强氧化应激#对细胞内皮产生毒性作用#导致血管内

皮功能障碍%

"-

&

'本研究结果揭示#

FT7

可能是参与

了机体的系列炎性反应及血管内皮功能损伤等生理

过程#参与了
7H\

的发生及发展#具体原因仍有待于

进一步探究'

FT7

水平与
7H\

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其指标

水平与机体炎症及血管内皮功能有关#因此可作为

7H\

诊断$病情程度评估及预后的重要指标#研究结

果提示#在关注
7H\

危险因素的同时#关注患者机体

FT7

水平变化#对延缓病情发展#提高预后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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