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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病率正

逐年增高(在导致
TV

发生的众多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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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危险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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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是由较大的脂质核心'炎性细胞浸润的纤维帽及

外膜和斑块内的新生血管组成(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血管的

慢性炎性反应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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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的形成及
TV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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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标#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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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栓形成的病理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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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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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肝脏合成#正常情况下含量极微#当

感染'肿瘤'炎症'缺血等疾病时#可使体内炎性反应系统被激

活#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肝脏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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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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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超敏感方法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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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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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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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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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中的价值#同时比较了
)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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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结果显示#

)TV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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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其余两组显著

升高%

ZV

组虽然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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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是由于血栓堵塞脑供血动脉引起#故存在持久的炎性反应%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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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位于脑深部的小梗死灶#系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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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炎性反应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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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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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根据颈部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分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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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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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成有斑块形成组和无斑块形成组(结果发现#

;02

TRH

在两组有斑块形成组中均高于无斑块形成组(由此可

知#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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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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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斑块的破裂及最终导致脑梗死

的发生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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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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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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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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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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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脉斑块形成也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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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肝脏中合成#参与逆向转运胆固醇#

即促进内源性胆固醇从外周返回肝脏#

SQZ2T

水平下降则导

致外周血胆固醇浓度增高引起血管壁的脂质沉积(因此#

SQZ2T

被称为抗
)L

的脂蛋白#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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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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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和病变程度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脂质代谢紊乱与炎性反应均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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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TV

的形成与发展#临床上尤其应重视
;02TRH

水平的检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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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H

和低
SQZ2T

水平的患者应加强监测和必要的干预治疗#

对及早防治
)L

和
TV

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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