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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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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年龄组之间脂蛋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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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的差异&方法
!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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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结

果
!

男性组和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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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岁年龄组与大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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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岁年龄组!男性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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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与男性大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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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岁年

龄组!男性大于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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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与男性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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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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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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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组之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W

%&女性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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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该市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和性别

组的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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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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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大部分文献和商品试剂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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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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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定为病理性

增高!该市研究结果与文献有较大差别!建议各地区'各实验室建立各自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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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值水平&

关键词"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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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蛋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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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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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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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特殊*独立的血浆脂蛋白#是

%@(6

年挪威遗传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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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低密度脂蛋白的遗传变异

时发现的#主要由蛋白质*类脂和糖类组成#是载脂蛋白
,

和

载脂蛋白
"

两部分以二硫键共价结合的一种低密度脂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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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脂蛋白$

$

&专题学术会议公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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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动

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由遗传决定#不受饮食*性别和年龄的

影响#并与其他脂蛋白和清蛋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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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动脉粥样硬化

和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与心脑血管病等多种疾病发

生*发展关系的进一步确认#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脂蛋白越

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广泛重视)为了解不同年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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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的差异#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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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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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院就诊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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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结果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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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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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采用东芝生化仪的原装试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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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的

说明书设定实验参数#用免疫比浊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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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C&E

!

方法
!

研究对象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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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按不同性别分为男性组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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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各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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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类似
;1;

的脂质#在许多疾病中#其水平都

有变化#如在血栓性疾病*肾脏疾病*糖尿病等#是动脉粥样硬

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

(

)通常以
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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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界#高于此水

平#冠心病危险性明显增高#人群中大约有
%E&'b

高于此水

平'

6<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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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在早期诊断和预防冠心病中有一定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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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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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病理作用是致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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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致动脉

粥样硬化的可能机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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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种途径穿过血管内皮而

累积在动脉内膜处#在内膜层与组织基质成分结合或继发过氧

化反应#经化学修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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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入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使

其细胞内脂质不断增多而转化为泡沫细胞#促进动脉粥样斑块

形成)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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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促进
;1;

在血管壁上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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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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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其他脂蛋白都无相关性的一种独立的脂

蛋白#是
,+

和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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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危险因子#

;

3

$

$

&水平高低

主要受遗传基因控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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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不同年龄组以及不同性别组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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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分

析#测定结果与总体测定值之间进行统计学处理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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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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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E&Wb

#基本与文献报道一

致)男性组和女性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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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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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性别有关#并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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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男

性)不同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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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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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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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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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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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高于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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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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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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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同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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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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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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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市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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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年龄有关)男性和女性各

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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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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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女性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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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

组#女性的平均值大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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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年龄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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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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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数

进行统计#阳性率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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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增

高百分率与年龄无关)

本研究显示#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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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年龄和性别有一定的关

系#与文献记载的不受年龄*性别的影响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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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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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脑血管疾患的独立危险因子#目前大部分文献及商

品试剂盒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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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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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病理性增高#

而作者的研究表明#本市居民
;

3

$

$

&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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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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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差别较大#分析原因可能是检测方法不同#过

去常用
4;=+,

法#作者使用免疫比浊法)由于各地区人群的

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其机制有待于

进一步探讨)

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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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考值#并不反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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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降的临床意义#而部分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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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并非异常)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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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人群中个体差异很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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