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技术与方法!

高同型半胱氨酸及其相关检测与冠心病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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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高同型半胱氨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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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关检测与冠心病的关系%方法
!

该院确诊的无血缘关系的冠心病患者
:'

例!体检合格的健康对照者
$$&

例%采用循环酶法测定
Ô

R

水平!微粒子酶免分析免疫法测定血浆叶酸$维生素
!

$2

浓度!应用免

疫比浊法检测超敏
.

反应蛋白"

F=?.0/

#水平!直接法检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

#&收集两组中已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对颈总及颈内动脉中膜厚度进行测定的患者"

92

例#和健康者"

5:

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冠心病组
Ô

R

与
F=?

.0/

$

(V(?(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冠心病组叶酸$维生素
!

$2

浓度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两组各检测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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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组
Ô

R

与颈总及颈内中膜厚度呈正相关!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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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高
Ô

R

血症与颈

动脉硬化及叶酸$维生素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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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相关!是冠心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半胱氨酸&

!

动脉粥样硬化&

!

超声心动描记术!多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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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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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

Ô

R

%血症是脑

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血浆
Ô

R

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

疾病有密切联系(

$

)

*现研究冠心病患者的
Ô

R

与颈动脉硬化

及叶酸'维生素
!

$2

#超敏
.

反应蛋白$

F=?.0/

%'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V(?(

%检测指标之间的关系#探讨他们之间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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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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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临床诊断符合全国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的冠

心病患者
:'

例#男
9&

例#女
2'

例#年龄
9#

%

%#

例#平均$

#'6%

7$$6:

%岁#均为
2&&%

年
5

月至
2&&'

年
$$

月该院内科住院患

者#排除脑出血'糖尿病'癌症'甲状腺功能障碍及心'肝'肾病

等*健康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29

例#年龄
59

%

3:

岁#平

均$

9:7$&6'

%岁#为体检合格的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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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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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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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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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维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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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V(?.

测定方法!晨

起空腹抽取肘正中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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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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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心半径
%OI

#取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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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循环酶法测定#叶酸和维生素
!

$2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F=?.0/

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V(?(

用直接法测定*$

2

%颈动脉超声检测方法!仪器为
/̂ +(+/

V̂$$c*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
36#

%

$&

[ Ŝ

#用高频探头纵切及横切面对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颅

外%段进行全面仔细检查#测量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内膜中层

厚度#以
&6&'

%

&6$#OI

为增厚#大于或等于
&6$#OI

为斑块

定义#本组的内膜
?

中膜厚度是在斑块之外的最厚的内膜
?

中膜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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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用
,/,,$&6&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
,7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8

检验#采用直线相

关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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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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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冠心病组
:'

例患者中有
2%

例$

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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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健康对

照组
$$&

例中有
$2

例$

$&6'4

%升高#冠心病组血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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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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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叶酸与维生素
!

$2

水平则

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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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冠心病

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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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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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组颈动脉

硬化
$:

例$

5%4

%#健康对照组颈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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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两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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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浆各项指标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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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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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组
:' 2:6397'6'%

)

#6#:756'%

)

5$'6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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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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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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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6&$

*

表
2

!!

两组颈动脉硬化情况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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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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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动脉中膜厚度

右颈总动脉 右颈内动脉 左颈总动脉 左颈内动脉

冠心病组
2#6397$&6$#

"

$6#97&6$'

"

$6%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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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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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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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含硫氨基酸#源于饮食摄取的蛋氨酸#半胱氨

酸是蛋氨酸去甲基后形成的#属于蛋氨酸循环的中间产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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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血
Ô

R

水平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相关

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血
Ô

R

水平升高是动脉硬化型脑

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也表明#冠心病患者的
Ô

R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高半胱氨

酸血症是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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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谢主要

通过肝脏和肾脏两条途径完成#第一条是小部分
Ô

R

通过蛋

氨酸和酸催化的甲基化反应可以转化成
[*"

#这种酶促反应

需甲基四氢叶酸为甲基的供体#后者由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催

化产生#第二条是大部分
Ô

R

以维生素
!

:

为辅酶与丝氨酸在

胱硫醚
,

合成酶的催化下生成胱硫醚#继而生成胱氨酸#血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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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目前公认的参考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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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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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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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高半胱氨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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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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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途径中作为辅酶的叶酸和

维生素
!

$2

的缺乏是引起它升高的原因之一#本组检测也证实

冠心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叶酸和维生素
!

$2

明显偏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有学者认为低剂量地补充叶酸和维

生素
!

$2

可以降低
Ô

R

水平#有利于降低
Ô

R

损伤血管内皮#

减少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面积#对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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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J

"

(

的患者

也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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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有研究认为补充叶酸'维生素
!

$2

并不能

减少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因此目前对于补充叶酸'维生

素
!

$2

与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险性的关系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

)

*

高
Ô

R

血症易发生冠心病的原因多为其对血管损伤#如

损害血管基质'加重对动脉壁内皮的氧化损伤'促进血管平滑

肌的增殖'影响血管运动调节降低蛋白
.

活性'诱发凝血酶的

产生及血小板聚集等#从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型血栓形成*目

前认为动脉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级水平的慢性炎症过程#

F=?.0/

可促进黏附分子的释放#黏附为启动动脉粥样硬化的

关键#可使白细胞黏附并穿过内皮层#加速粥样硬化#同时它单

独或与脂多糖'干扰素协同作用#促进单核细胞组织因子的表

达#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栓的形成&

(V(

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机

制可能与
(V(

分子内
L

A!$&&

构象发生改变有关#使
(V(

受

体对
(V(

的识别减少#而与清道夫受体的相互作用增加#它能

促进泡沫细胞的形成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

)

*本组检测统

计也表明
Ô

R

与
F=?.0/

'

(V(?(

呈正相关#在冠心病患者的

检测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
Ô

R

的检测值与叶酸'维生素
!

$2

呈负相关#与
=̂?.0/

'

(V(?(

'颈总及颈内中膜厚度呈正相

关#表明冠心病患者高
Ô

R

'

=̂?.0/

和
(V(?(

是发生脑梗死

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在冠心病患者的检测中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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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中期唐氏综合征筛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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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中期血清标志物与胎儿唐氏综合征"

V,

#检出的关系%方法
!

以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对
955'

例孕中期孕

妇血清标本进行甲胎蛋白"

)1/

#$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 ._

#及游离雌三醇"

H*5

#检测!分析并预测胎儿患
V,

的风险!风险

率大于
$j5%&

定为筛查阳性%结果
!

955'

例孕妇筛查为阳性者
$$2

例"

26#%4

#!通过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检出唐氏综合征胎

儿
9

例!筛查低风险的
9223

例孕妇所产新生儿经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证实
$

例为
V,

患儿%结论
!

孕中期孕妇血清三联筛查

胎儿
V,

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作为产前筛查的常规手段%

关键词#孕中期&

!

唐氏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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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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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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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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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
2$?

三体综合征#是

常见的常染色体病#以智力低下和发育迟缓为主要表现&患儿

有特殊面容#伴多种畸形#

2#4

%

#&4

患先天性心脏病#少数伴

消化道畸形#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者也较多*

V,

迄今尚无

根治#是产前筛查的重点疾病*笔者应用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仪对孕
$9

%

2$P

的孕妇血清标本进行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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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雌三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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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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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并以分析软件计算其风险率#用于产前筛查
V,

#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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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接受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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