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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和
S.

二聚体水平变化的研究

赵
!

凯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9&!$$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脑梗死"

'R,

$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3H

C

$和
S.

二聚体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日立

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

例
'R,

组患者&

"4

例脑出血组患者&

"&

例脑动脉粥样硬化组"脑
'Q

组$患者和
:$

例健康对照组

血浆
3H

C

和
S.

二聚体浓度!同时测定血脂水平%结果
!

急性期
'R,

患者血浆
)U

&

)R

&

XSX.R

&

3SX.R

&

3H

C

&

S.

二聚体浓度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恢复期
'R,

患者血浆
)U

&

)R

&

XSX.R

&

3SX.R

&

3H

C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而
S.

二聚

体浓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学意义"

/

%

$#$P

$%结论
!

'R,

患者血浆
3H

C

和
S.

二聚体浓度变化对病情观察&预后判断具有重

要意义!血浆
3H

C

和
S.

二聚体联合检测对
'R,

患者的诊断及预后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关键词"半胱氨酸#

!

脑梗死#

!

S.

二聚体

!"#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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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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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

>HK=<H<I<?I>@68B>IH=6;8

#

'R,

&是目前严重危

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同型半胱氨酸$

0;A;@

C

7=<68<

#

3H

C

&是

蛋氨酸代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间产物)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表明#血液中的
3H

C

增高是
'R,

的独立危险因素'

!

(

#S.

二聚体

是交联纤维蛋白稳定而特异的降解产物#是目前鉴别原发性和

继发性纤溶以及检测溶栓治疗等方面颇有价值的重要指标)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均经头部
R)

或
-,*

证实#

'R,

组
&$

例#其

中男
%%

例#女
"9

例#年龄
:"

$

/"

$

&"i%

&岁#体质量指数为

"&#%:i"#&$

)脑动脉粥样硬化组$脑
'Q

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94

$

&!i%

&岁)脑出血组
"4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

&$i"

&岁)健康对照组
:$

例#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9P

$

&!i:

&岁#体质量指数为

"%#%Pi"#"P

)所有组在年龄*性别*吸烟和饮酒方面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P

&)

'R,

组的体质量指数*血压和血脂

显著高于健康组$

/

$

$#$P

&#入组时心源性和动脉炎所致脑梗

死#无肝肾疾病*糖尿病和恶性肿瘤#未服用抗凝溶栓药*

/

.

受

体阻滞剂*利尿剂等药物#近
"

周内无感染)

@#A

!

方法
!

$

!

&受试者禁食
!"0

后#于次日凌晨
&Z$$

采集

空腹静脉血
:AX

#按常规方法备检于
b"/ \

冰箱中保存)

$

"

&采用日立
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配套试剂检测血浆三

酰甘油$

=I6

D

@

C

H<I61<

#

)U

&*总胆固醇$

=;=>@R0;@<7=<I;@

#

)R

&*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6

D

01<876=

C

@6

G

;

G

I;=<68H0;@<7=<I;@

#

3SX.

R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J1<876=

C

@6

G

;

G

I;=<68H0;@<7=<I;@

#

XSX.R

&*同型半胱氨酸$

0;A;@

C

7=<68<

#

3H

C

&测定血浆 *

S.

二

聚体浓度)

@#B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数据以
<i@

表示#采用
Q̂ QQ!$#$

统

计软件进行
.

"

*方差分析及
O

检验#对多个样本均数间进行两

两比较#以
/

$

$#$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急性期与恢复期
'R,

患者的血浆
)U

*

)R

*

XSX.R

*

3H

C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而恢复期的
)U

*

)R

*

XSX

浓

度又显著高于急性期#同时#急性期血浆
S.

二聚体浓度显著高

于健康组$

/

$

$#$!

&#而恢复期血浆
S.

二聚体浓度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

&#见表
!

)

'R,

组与脑
'Q

组*脑出血组
)U

*

)R

*

XSX.R

*

3SX.R

*血浆
3H

C

浓度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

&)而
'R,

组血浆
S.

二聚体浓度显

著高于脑
'Q

组和脑出血组$

/

$

$#$!

&#见表
"

)

表
!

!!

'R,

与健康对照组血脂浓度'血浆
3H

C

'

S.S

浓度比较#

<i@

%

组别
% )U

$

AA;@

"

X

&

)R

$

AA;@

"

X

&

XSX.R

$

AA;@

"

X

&

3SX.R

$

AA;@

"

X

&

3H

C

$

KA;@

"

X

&

S.S

$

A

D

"

X

&

'R,

!

急性期
&$

!#9:i$#/9

"

P#$%i!#%P

"

%#$$i!#!4

"

!#"&i$#:4

"

!9#!Pi:#&%

"

"#%!i$#""

"

!

恢复期
&$

"#$/i!#P&

"#

P#"9i!#!P

"#

%#"&i!#!&

"#

!#!&i$#%&

"#

!P#!$i%#"&

"#

$#:%i$#!/

健康组
:$ !#$Pi$#%: :#:&i$#/% "#9!i$#/9 !#:"i$#%$ !$#!"i"#!" $#"!i$#$4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P

#与
'R,

急性期比较)

表
"

!!

'R,

与脑动脉粥样硬化组和脑出血组血脂浓度'血浆
3H

C

'

S.S

浓度比较#

<i@

%

组别
% )U

$

AA;@

"

X

&

)R

$

AA;@

"

X

&

XSX.R

$

AA;@

"

X

&

3SX.R

$

AA;@

"

X

&

3H

C

$

KA;@

"

X

&

S.S

$

A

D

"

X

&

'R,

组
&$ !#9:i$#/9 P#$%i!#%P %#$$i!#!4 !#"&i$#:4 !9#!Pi:#&% "#%!i$#""

脑
'Q

组
"& !#&/i$#&4 P#&"i$#4! %#/&i!#$/ !#!"i$#"% !P#!Pi%#/%

$#/9i$#"9

#

脑出血组
"4 !#&"i$#P& P#:9i$#/4 %#4"i!#!/ !#!!i$#"P !P#!$i%#"&

$#%&i$#!&

#

!!

#

!

/

$

$#$!

#与
'R,

组比较)

B

!

讨
!!

论

本研究表明急性期与恢复期
'R,

患者的血浆
)U

*

)R

*

XSX.R

*

3SX.R

*

3H

C

显著增高#提示
'R,

患者血脂异常是

'R,

患者的重要危险因素)有研究认为
)U

*

XSX.R

对
'Q

的

形成具有协同作用#并支持高
)U

*低
3SX.R

水平是动脉粥样

硬化的危险因素之一)

3H

C

是一种含硫基的氨基酸#它是蛋氨酸和半胱氨酸代谢

过程的中间产物#大部分经转硫化途径分解代谢为胱胺酸#也

可以再甲基化至甲硫氨酸'

"

(

)

3H

C

在体内不能合成#它是进食

含硫氨基酸的蛋白质在体内代谢生成的#在代谢中需要维生素

(

!"

*叶酸#通常认为
3H

C

的浓度与血中的维生素
(

!"

*叶酸浓度

成非线性负相关'

%

(

)

3H

C

增高破坏了机体的凝血和纤溶之间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8=̀ X>?-<1

!

K̀8<"$!!

!

M;@#%"

!

2;#4



的平衡#使机体处于血栓前状态#造成内皮损伤和功能异常#刺

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破坏机体凝血和纤溶的平衡#影响脂

质代谢从而增加了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

<̂II

C

等'

:

(在对
!$9

例卒中患者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认为#缺血性卒中与
3H

C

*

内皮素$

T)

&显著相关#是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7=;A

等'

P

(

研究认为
3H

C

血症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S.

二聚体是血浆中纤维蛋白原在凝血酶作用下形成的纤

维蛋白单体#纤维蛋白单体活化因子交联后在经纤溶溶解降解

产生特异性终末产物#是产生凝血和纤溶功能的理想指标'

&

(

#

是血栓形成特异性分子的标志)

综上所述#

'R,

患者存在高
3H

C

血症和血凝*纤溶系统失

衡#

3H

C

通过多种机制引起血栓形成#因此动态监测
'R,

患者

3H

C

和
S.

二聚体含量#对
'R,

患者病情控制*减少其
'Q

斑块

面积*指导抗凝#以及观察病情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同时#对

鉴别
'R,

患者和脑
'Q

以及脑出血患者的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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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性阴道分泌物检验方法的探讨

汪振宏!周
!

强!刘跃东!王
!

磊

"辽宁凌海大凌河医院!辽宁凌海
!"!"$$

$

!!

摘
!

要"目的
!

分步骤地消除红细胞&白细胞的干扰!准确地观察混血的阴道分泌物的各项指标%方法
!

"

!

$观看全片!检查

滴虫&索状细胞%"

"

$滴加
PY

冰醋酸!溶解红细胞!观察白细胞&球菌&杆菌&上皮细胞及索状细胞情况!并判断清洁度%"

%

$再滴

加
!$YdV3

液!进行胺试验!同时消除白细胞干扰!观察真菌情况%结果
!

通过上述步骤!既克服了大量红细胞对清洁度判断的

影响!又克服了多量白细胞对真菌的掩盖!并使索状细胞观察和胺试验可同时进行%结论
!

在阴道分泌物实验中!增加了溶解红

细胞步骤!其实验更完善!结果更准确%

关键词"阴道疾病#

!

血性阴道分泌物#

!

分步溶解血细胞#

!

清洁度

!"#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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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混有血液现象较为常见#其掩盖性对各项结果

的准确判断均有影响#本研究分步骤地消除红细胞*白细胞的

干扰#使其能够准确地观察混血阴道分泌物的各项指标'

!.%

(

)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洁净无划痕玻片%无菌生理盐水%

PY

冰醋酸液!取

PAX

冰醋酸加入至适量蒸馏水中#继续加蒸馏水至
!$$AX

%

!$YdV3

溶液!

!$

D

dV3

$分析纯&溶解于
!$$AX

蒸馏水

中#盛于塑料瓶中备用#光学显微镜)

@#A

!

方法

@#A#@

!

取材
!

取患者阴道分泌物于洁净载物玻片上#制成盐

水涂片#涂层浓度以透过液体看字模糊为宜#立即送检#如为冬

季应注意保温)

@#A#A

!

观片
!

先用低倍镜找到视野#再换高倍镜查找滴虫*索

状细胞$红细胞掩盖较轻时&)滴虫形态为梨形鞭毛虫#比白细

胞大
"

倍#在
"P

$

:"\

条件下可运动#其原地摆动及鞭毛活

动)索状细胞为阴道鳞状上皮细胞黏附大量加德纳菌和其他

短小杆菌而形成)可见细胞边缘呈锯齿状#已有溶解)胞体表

面毛糙#出现大量的细小颗粒和斑点#胞核不清)然后#对混有

血液的标本#加
PY

冰醋酸
"

滴#溶解红细胞#解除其掩盖)观

察白细胞*球菌*杆菌*上皮细胞*索状细胞情况#并确定清洁

度#注意考虑稀释因素)再滴加
"

滴
!$YdV3

溶液#进行胺

试验#同时溶解白细胞#以观察真菌$瓜子型#有芽生*树枝状

等&

'

:

(

)

A

!

结
!!

果

当混有红细胞时#滴虫有动力易于观察#索状细胞一般也

可见)在溶解红细胞后#使得白细胞*球菌*杆菌*上皮细胞*索

状细胞等更易于观察#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清洁度的判断)而加

入
!$Y dV3

溶液#既进行了胺试验#又破坏了白细胞#使真菌

清晰可见)

B

!

讨
!!

论

阴道分泌物混有血液现象较为常见#其掩盖性对各项结果

的准确判断均有影响)阴道清洁度通常用
:

种程度表示!即
(

$+

w

*其中
($*

w

为正常#

'$+

w

为炎症'

P.&

(

)单纯真菌感

染#清洁度不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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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感染)滴虫感染都伴有清洁度的增高#显示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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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时滴虫*真菌及索状细胞可同时看到)胺试验阳性*索状细胞

的出现#提示加德纳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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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诊断细菌性阴道病的重要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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