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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血压主要是指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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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血压肾损伤的预测中'对血清
,M

P

水

平进行测定'结合其变化情况'进行价值探讨非常有

必要&现结合本院所接诊的
,

型高血压患者的相关

情况做如下报道&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接诊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纳入研究&$

#

%纳入标准!

满足/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

年修订版%0中关于

高血压诊断以及分级标准进行准确(

H

)

+高血压病程
(

#

$2)#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8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Y>=ZDO?[5Q

!

"N

R

N<=$'#8

!

1@6&*'

!

G@&#(



#(

年+具有完整的临床资料+半年时间内未服用过任

何的维生素
\

#$

或者叶酸类等药物+自愿参与本研究'

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

%排除标准!高血压病程
&

#(

年+合并有恶性肿瘤疾病*急慢性感染*高血脂*痛风

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合并有肾病综合征*肾

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等泌尿系统疾病+合并有内分泌

系统以及代谢性疾病而导致的继发性高血压+有酗酒

习惯*外伤史等+拒绝参与&根据上述标准'选取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
#H)

例'根据患者的血清
,M

P

表达水平

将其分为
*

组'分别为
"

组$

*$

例'

,M

P

!

#'

$%

#H&'

#

C@6

"

D

%*

\

组$

('

例'

,M

P

!

#H

$%

$%

#

C@6

"

D

%*

.

组

$

*)

例'

,M

P'

$%&'

#

C@6

"

D

%*

+

组$单纯高血压患者

$)

例'

,M

P%

#'

#

C@6

"

D

%&另从健康体检中心中选取

%'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本研究
(

组人群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I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

检测方法
"

入组对象均在隔夜空腹的状态

下'即在连续
)

$

#'I

未食用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在

晨起餐前进行血样标本采集'运用
"B()''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对所采集到的血样标本进行检测&对血清

三酰甘油$

90

%*空腹血糖$

E-0

%*总胆固醇$

9.

%以及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D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D+D3.

%进行测定'同时采用免疫比浊法对血清

,M

P

*血清胱抑素
.

$

.

P

<3.

%以及尿
*

$

微球蛋白$

*

$

3

[0

%进行测定&所有试剂均来自重庆中元&上述所

有操作均根据试剂盒操作要求进行'所有测定均在室

内质控检测在控制之后再实施&

>&?&?

"

判断标准
"

$

#

%

90

参考范围!

'&*(

$

#&H8

CC@6

"

D

+$

$

%

E-0

参考范围!

%&)8

$

H&#CC@6

"

D

+$

%

%

9.

参考范围!

%

$

(&$CC@6

"

D

+$

*

%

,+D3.

参考范

围!

&

#&'*CC@6

"

D

+$

(

%

D+D3.

参考范围!

%

%&%2

CC@6

"

D

+$

H

%血清
,M

P

参考范围!

%&'$

$

#*&8)

#

C@6

"

D

+$

2

%尿
*

$

3[0

参考范围!

82

$

#(8C

R

"

D

+$

)

%血清

.

P

<3.

参考范围!

'&(#

$

#&'8C

R

"

D

&

>&@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各项数据均运用
_-__

$$&'

行数据的分析处理'以
3dH

表示计量资料'多组

比较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I

%

'&'(

为有统计学差

异&运用
-5O7<@>

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运用多

元线性对尿
*

$

3[0

与血清
.

P

<3.

回归分析&

?

"

结
""

果

?&>

"

各组血清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

组
E-0

*

90

*

9.

*

,+D3.

*

D+D3.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I

&

'&'(

%+

(

组血清
,M

P

*血
.

P

<3.

以及尿
*

$

3[0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见表
#

&

表
#

""

各组血清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3dH

$

指标 对照组$

(b%'

%

"

组$

(b*$

%

\

组$

(b('

%

.

组$

(b*)

%

+

组$

(b$)

%

9 I

E-0

$

CC@6

"

D

%

(&'Hd'&() (&('d#&)$ (&(%d#&H% (&2Hd'&8$ (&#%d'&)) #&''2

&

'&'(

90

$

CC@6

"

D

%

#&(%d'&8# #&(Hd'&2H #&H#d'&*' #&H#d'&%* #&($d'&(H $&#$$

&

'&'(

9.

$

CC@6

"

D

%

*&%%d#&'' *&$%d'&)' *&#)d'&2) *&H#d'&(' *&$)d'&(* '&'##

&

'&'(

,+D3.

$

CC@6

"

D

%

#&%2d'&$) #&#)d'&*% #&$*d'&%* #&*'d'&*# #&%%d'&%# '&'8H

&

'&'(

D+D3.

$

CC@6

"

D

%

$&%Hd'&2# $&$$d'&() $&('d'&*( $&%)d'&*# $&$2d'&H) #&2*'

&

'&'(

血
,M

P

$

#

C@6

"

D

%

H&%%d#&H#

#$&2#d$&$)

!

#8&#Hd%&#'

!1

$8&*'d(&(%

!1#

)&#%d#&)H

!1#+

*&#%(

%

'&'#

血
.

P

<3.

$

C

R

"

D

%

#&'$d'&$2

#&%$d'&%)

!

#&(%d'&*H

!1

#&2#d'&H'

!1#

#&$*d'&%'

!1#+

$&22(

%

'&'#

尿
*

$

3[0

$

C

R

"

D

%

'&$)d'&##

'&()d'&$'

!

'&2Hd'&#)

!1

'&8'd'&%#

!1#

'&%2d'&#(

!1#+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I

%

'&'(

+与
"

组比较'

1

I

%

'&'(

+与
\

组比较'

#

I

%

'&'(

+与
.

组比较'

+

I

%

'&'(

?&?

"

血清
,M

P

变化与各项指标相关性分析
"

-5O73

<@>

相关性分析表明'

,

型高血压患者血清
,M

P

水平

与血清
.

P

<3.

*尿
*

$

3[0

均呈正相关性$

>

分别为

'&H8'

*

'&H'$

'

I

%

'&'(

%&

?&@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以血清
,M

P

作为自变量'以

血清
.

P

<3.

*尿
*

$

3[0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根据结果来看'血清
,M

P

与血清
.

P

<3.

*尿
*

$

3[0

均表现为显著的线性关系$

I

%

'&'#

%&见表
$

&

表
$

""

血清
,M

P

变化与各项指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指标
"

? I

血清
.

P

<3. *&*2H H&'2'

%

'&'#

尿
*

$

3[0 *&2## *&''*

%

'&'#

@

"

讨
""

论

""

,

型高血压是原发性高血压中最为特殊的一种'

其发病与环境*遗传*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因素均有直

接关系'中国人群的血清
,M

P

水平普遍西方人更高'

并且伴随着发病率的持续增长'成为了导致心血管事

件发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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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加强对
,

型高血压的综

合防治非常有必要&有研究者通过选取肾脏疾病患

者'对其肾损伤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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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肾损伤患者均合并有
,

型高血压'并且合并有

,

型高血压的患者其肾功能最差(

)

)

&这就表明
,

型

高血压与肾损伤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并且有着极大

的危害性&但由于
,

型高血压所引起的肾损伤往往

具有较高的隐匿性'仅是以血肌酐*尿素氮等常规深

化指标很难实现早期肾损伤的有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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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提

出一种有效的检测指标非常有必要&

以往在针对肾损伤的诊断中'主要是通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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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够充分体现早期肾损伤变化&但早有研究成

果表明'在肾脏疾病中血清
,M

P

同样有非常敏感的表

现'通过进行系统分析证实'机体血清
,M

P

水平与肾

损伤存在普遍的相关性特点'并且从病理和生理的角

度'分析了在肾脏疾病或者其他器官损伤过程中'血

清
,M

P

的作用机制(

#'

)

&

0"G!_,"G

等(

##

)报道'在

慢性肾病中'血清
,M

P

高表达是其独立危险因素之

一'随着
,M

P

呈现为异常高水平'其肾功能损伤会表

现得非常明显&

/̂ 0".!1

等(

#$

)则通过研究发现血

清
,M

P

水平表达与慢性肾功能呈现为非常显著的正

相关性&而我国也有研究者通过对中国群体进行分

析发现'伴随着血清
,M

P

含量的持续增长'肾功能的

恶化作用也随之加剧(

#%

)

&有学者表示'在为原发性高

血压提供治疗的过程中'通过对其血清
,M

P

水平进行

测定'可充分掌握患者的肾脏损伤情况'为早期肾损

伤提供诊断依据(

#*

)

&另有研究者报道通过选取慢性

肾病患者进行发病影响因素的分析'观察到慢性肾脏

疾病的病情进展均表现出了明显的高
,M

P

水平表达'

其借助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高血压*年龄*高
,M

P

水

平*糖尿病均与慢性肾病发病均直接相关(

#(

)

&本研究

通过选取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对血清
,M

P

表达水平进

行分组'通过血清
,M

P

表达水平的比较来看'高血压

患者组的血清
,M

P

*血清
.

P

<3.

与尿
*

$

3[0

水平均高

于健康对照组'同时
"

组*

\

组*

.

组均高于
+

组'

.

组高于
"

组*

\

组'

\

组高于
"

组'这表明随着病情的

进展'血清
,M

P

呈现为非常显著的递进式症状&为了

能够进一步了解血清
,M

P

与肾损伤之间的关系'本研

究进行了相关性*线性分析'根据结果来看'

,

型高血

压患者血清
,M

P

水平与血清
.

P

<3.

*尿
*

$

3[0

均表现

为正相关性'血清
,M

P

与血清
.

P

<3.

*尿
*

$

3[0

均表

现为显著的线性关系&该结果充分表明血清
,M

P

水

平与肾损伤两项诊断指标均有密切关系'这也证实了

在肾损伤的预测和诊断中'血清
,M

P

的应用价值'该

结果成果与上述研究报道结果一致&

A

"

结
""

论

""

综上所述'在
,

型高血压早期肾损伤预测中'血

清
,M

P

能够展现出与血清
.

P

<3.

*尿
*

$

3[0

相同的特

性且与其表现出紧密的相关性'故具有较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但本研究病例选择条件有限以及纳入样本

量较小等因素'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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