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技术与方法!

冠心病患者血清胆红素与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的初步探讨

乔献伟

"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93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总胆红素"

"!+(

#浓度及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对冠心病患者的影响%方法
!

使用
+̂")?

.̂ +3&:&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冠心病患者的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

#的含量%结果
!

"!+(

浓度在冠心病患者中明显降低!

V̂(?.

含量在冠心病患者中也有减少!而
(V(?.

在冠心病患者中的含量明显增高%结论

!

V̂(?.

$

"!+(

对冠心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
(V(?.

含量增高是冠心病的危险因子%

关键词#冠心病&

!

胆红素&

!

胆固醇!

V̂(

&

!

胆固醇!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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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胆红素水平与冠心病$

.̂ V

%的关系已日益受到临

床及基础研究的重视*长期以来#胆红素作为肝胆疾病的一个

检测指标#其浓度上升被认为有临床意义*随着研究者对血红

素加氧酶$

^`

%"一氧化碳$

.̀

%

?

胆红素系统的不断研究#发现

血清中总胆红素$

"!+(

%为一种强抗氧化剂#广泛参与了体内

对氧自由基的消除*本研究通过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清胆红素

水平#观察其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

%和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V(?.

%之间的关系#旨在进一步探讨
.̂ V

临床识

别和预测指标*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冠心病组$

.̂ V

组%

$&2

例#为该院住院或门

诊患者#无合并肝'肾及内分泌疾病#均符合
P^`

冠心病诊断

标准*其中男
:9

例#女
5%

例#年龄$

:$657$&6'

%岁*健康对

照组
%'

例#为该院健康体检人群#其中男
:&

例#女
2'

例#年龄

$

:26$7$&6%

%岁*

D6E

!

方法
!

所有检测对象均空腹采血*

"!+(

与
V̂(?.

'

(V(?.

检测由九强公司提供的配套试剂#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使用
+̂").̂ +3&:&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

D6F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用$

,7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8

检验*胆红素与
V̂(?.

'

(V(?.

的检测采用线性相关分析#以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 V

组与健康对照组的
"!+(

与
V̂(?.

检测结果呈正

相关关系$

Dg&6'$3

%#

"!+(

与
(V(?.

呈负相关关系$

Dg

&6%'3

%*

表
$

!!

两组
"!+(

"

V̂(?.

及
(V(?.

检测结果比较$

,77

%

组别$

%

%

"!+(

$

!

IAJ

"

(

%

V̂(?.

$

IIAJ

"

(

%

(V(?.

$

IIAJ

"

(

%

.̂ V

组$

$&2

%

'6'7#6$ &6'%7&6#5 965%7$65&

健康对照组$

%'

%

$36&7:6# $6#&7&69' 26:$7&6:2

!

值
$

&6&#

$

&6&#

$

&6&#

F

!

讨
!!

论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低密度脂蛋白对于氧化作用具有高度

的敏感性#它在动脉内壁的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巨噬细胞

处发生氧化修饰成为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c̀?(V(

%

(

$?5

)

*

c̀?(V(

可以改变内皮细胞的形态和结构#破坏其完整性#同

时通过巨噬细胞的摄取和降解导致细胞内脂类的蓄积和泡沫

细胞的形成#从而引起胆固醇在内皮下的积聚#形成粥样斑块*

而胆红素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它与人体的其他抗氧

化防御系统$

_,̂

'

,̀ V

%有协同作用*与清蛋白结合的胆红素

存在于心室的肌细胞#阻止该部位产生氧自由基#保护心室肌

细胞不受氧自由基损害#从而清除自由基#参与体内氧化与抗

氧化的平衡机制(

2

)

*当胆红素降低时#自由基升高会导致体内

氧化能力增强#大量
(V(?.

被氧化#从而增强了因氧化修饰的

低密度脂蛋白而致的动脉粥样硬化(

9?:

)

*血清中游离胆红素'

清蛋白结合胆红素'未结合胆红素均有了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他们均能有效地清除氧自由基#防止脂质氧化(

3?%

)

*

本组检测了
$&2

例
.̂ V

患者和
%'

例健康对照者的

"!+(

'

V̂(?.

'

(V(?.

的水平#结果显示
.̂ V

组
"!+(

水平低

于健康对照组#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

"!+(

水平下降程度是
.̂ V

的发病原因*

.̂ V

组的
V̂(?.

低于

健康对照组#

(V(?.

高于健康对照组#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6&#

%*本组资料显示冠心病组胆红素含量均低于

健康对照组#表明胆红素作为体内强抗氧化剂#可能参与了对

氧自由基的清除#形成对体内脂质的抗氧化性保护*

"!+(

与

V̂(?.

之间呈正相关#表明与
V̂(?.

一样#

"!+(

能有效地阻

止
.̂ V

的发生*此外#胆红素还可能通过增加胆固醇的溶

解#促进胆固醇从胆汁排出#以降低血浆中胆固醇的浓度#从而

阻止
.̂ V

的发生(

'

)

*而
"!+(

与
(V(?.

之间呈负相关#血脂

增高#冠心病事件的相对危险性增加#增高的血清
"!+(

能明

显降低血清脂质和脂蛋白#从而起到保护心血管组织的作

用(

$&

)

*本研究认为#血清
"!+(

'

V̂(?.

浓度下降'

(V(?.

浓

度上升可能同时是
.̂ V

的危险因子#可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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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_1

和
!c"[

联合检测在辅助诊断恶性肿瘤中的对比实验研究

陈
!

江!逯心敏!代云才!郭
!

渝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

:99&&&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c"[

#和恶性肿瘤相关物质群"

",_1

#检测在肿瘤辅助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采用比色法对
:&

例恶性肿瘤患者和
'3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c"[

和
",_1

浓度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

恶性肿瘤患者血清

!c"[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者%血清
!c"[

测定对恶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3#6&4

!特异性为
%#6%4

!准确性为
%:6:4

&血清
",_1

对恶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6&4

!特异性为
#$6'4

!准确性
::6'4

%结论
!

血清
!c"[

检测可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提供有用的参

考依据!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广谱性!优于
",_1

的检测%

关键词#肿瘤&

!

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

恶性肿瘤相关物质群

!"#

!

$&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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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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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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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标志物是癌变细胞在发生'发展'转移和复发过程中

分泌的一些活性物质#在肿瘤诊断'疗效'预后的判断'复发'转

移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

例肿瘤患者为
2&&%

年
#

月至
2&&'

年
$2

月该院肿瘤科'呼吸科'心内科'妇科等临床科室住院患者#年

龄
5#

%

%:

岁#均经病理'临床'

."

等指标确诊*其中鼻咽癌
$

例'食管癌
9

例'乳腺癌
:

例'肺癌
$3

例'肝癌
2#

例'肾癌
2

例'胃癌
#

例*

'3

例健康对照组为该院体检中心
2&&'

年
:

月

的健康体检者*

D6E

!

方法

D6E

!

仪器与试剂
!

)\*%#2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_1?

'

半自动

生化分析仪'水浴箱*肿瘤相关物质试剂及质控品由青岛博新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

",_1

试剂及质控

品由福建新大陆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2&$&&$2#

%*

D6E6E

!

测定方法

D6E6E6D

!

恶性肿瘤相关性质群$

",_1

%的测定
!

严格按
",?

_1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由专门技术人员操作*准确取
9&

!

(

血清加入含
$6&I(",_1

检测液的测试管中#置于沸水中

水浴
$#I<>

#取出测试管#置于冷水中冷却
#I<>

#在
)\*%#2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93&>I

波长处测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算

出相应的
",_1

值*以
3$f

"

I(

定为
",_1

阳性阈值*

D6E6E6

!

肿瘤相关物质$

!c"[

%的测定
!

准确取
$&&

!

(

血清

加入含
26&I(!c"[

试剂的测试管中#置沸水中浴
$#I<>

#

取出测试管#置冷水中冷却
#I<>

#在
_1?

'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9#&>I

波长处#以蒸馏水调零#测定其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

算出相应的
!c"[

值*以
'#f

"

I(

定为
!c"[

阳性阈值*

D6F

!

统计学处理
!

测定值以
,7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8

检

验*

E

!

结
!!

果

E6D

!

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c"[

和
",_1

水平比较

!

肿瘤组
!c"[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_1

水平也显

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结果见表
$

*

E6E

!

!c"[

和
",_1

检测对肿瘤诊断的评价
!

见表
2

*

表
$

!!

两组血清中
!c"[

和
",_1

水平比较

组别$

%

%

!c"[

浓度$

,77

#

f

"

I(

% 阳性数$

%

% 阳性率$

4

%

",_1

浓度$

,77

#

f

"

I(

% 阳性数$

%

% 阳性率$

4

%

肿瘤组$

:&

%

$&'6272&69

"

9# 3#6& 9%6:72$65

"

' $#

健康对照组$

'3

%

336&7$&6% : :62 5:637:6: $ $6&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6&#

*

表
2

!!

两项标志物对肿瘤诊断检测的评价$

4

%

项目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c"[ 3# %#6% %:6:

",_1 $# #$6' ::6'

F

!

讨
!!

论

",_1

在
2&

世纪
'&

年代后期获准作为肿瘤筛查试剂#最

初定名为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现重新命名为恶性肿瘤相

关物质群#是由肿瘤细胞特异产生并与其生长'浸润及转移密

切相关的一种多肽物质#是恶性肿瘤及周边血管大量扩增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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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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