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检验研究!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测定对老年冠心病的临床价值

袁平宗#李传达#汤雪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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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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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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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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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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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CA

%

U%>

%

M%>

!

<

$

),)$

")

&\W

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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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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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H2&

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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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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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H2&

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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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浆

\6

J

水平是老年
&\W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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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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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简称冠心病!是指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狭

窄"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心肌功能障碍及器质性病变!是老年人

的常见病"多发病-

!

.

!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通过对其危

险因素的研究从而进行干预也成为降低冠心病发生率的一项

重要举措#同型半胱氨酸$

S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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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

%是蛋氨酸的代

谢产物!其水平的增高可直接或间接损害血管内皮细胞!促进

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

(

.

#本

研究主要通过对冠心病患者血浆
\6

J

水平的测定!探讨老年

冠心病发作与血
\6

J

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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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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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根据
!"1"

年世界卫生组织$

d\N

%所制定的

诊断标准!回顾分析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治

疗的老年$

#)

岁以上%患者!经心电图"活动平板试验"彩色超

声心动图"冠脉造影等检查!诊断为冠心病$以下称
&\W

组%

者
!!)

例!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3

岁!平均年龄
1#,$

岁/其中急性心肌梗死$

%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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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稳定性心绞痛$

U%>

%

*#

例/稳定性心绞痛$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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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冠心病患者$对照组%

!))

例!均来自体检中心!男
1#

例!女
(3

例!年龄
#)

"

"(

岁!平均

年龄
13,(

岁所有受试者均排除肿瘤"肾功能不全"风湿病及营

养不良等影响
\6

J

水平的疾病#

$,%

!

方法
!

受试者测定标本前
(3S

忌食高蛋白饮食!于清晨

空腹在抽血室抽取静脉血!送检验科检测血浆
\6

J

"总胆固醇

$

V&

%"三酰甘油$

V;

%"低密度脂蛋白
2

胆固醇$

HWH2&

%等指标#

$,&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1#))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测试

项目按要求定期校准!每天检测双水平质控品!在控条件下报

告样本测定结果#

\6

J

测定采用循环酶法测定
\6

J

浓度-

*

.

!

试剂盒由浙江康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V&

采用胆固醇氧化酶

法!

V;

采用过氧化物酶法!

\WH2&

"

HWH2&

采用选择性胆固醇

氧化酶一步法#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应用
M>MM!*,)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数据以$

Dj;

%表示!各组间显著性差异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

%LN2K%

%!各参数水平间的相关性采用直线相关

分析#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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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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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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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组
\6

J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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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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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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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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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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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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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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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冠心病各组间血浆
\&_

比较#

组别
! \6

J

$

*

=8:

)

H

%

%CA 33 !1,+$j3,!$

U%> *# !3,(3j*,(#

M%> *) !(,$!j(,!1

!!

#

(各组
\&_

比较!

%CA

%

U%>

%

M%>

!各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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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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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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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

与传统危险因素的关系
!

以
\6

J

为因变量!以
V&

"

V;

"

HWH2&

为自变量进行直线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分别为
Y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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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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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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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

%!显

示老年冠心病组
\6

J

水平与
V&

"

V;

"

HWH2&

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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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6

J

又称高半胱氨酸!是一种含硫氨基酸!不属于组成蛋

白质的
()

种氨基酸!体内不能合成!只能来源于食物中蛋氨酸

$甲硫氨酸%的分解代谢!人体血中的
\6

J

水平在
!)=8:

)

H

以

上称为高
\6

J

血症或血浆
\6

J

水平升高#目前!中国人群卒

中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脑中风发病率约为

($)

)

!)

万!而冠心病发病率约为
$)

)

!)

万#因此!中国心脑血

管病防治的重点是预防卒中#近年来!国内卒中发病率仍呈上

升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应该加强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些危险

因素的治疗和控制/另一方面还应该对脑卒中密切相关的另外

一些大家平时忽略的危险因素进行治疗和控制!比如高同型半

胱氨酸血症#

\6

J

作为一种新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

素已逐渐被众多学者达成共识-

321

.

#本文对
!!)

例老年冠心病

患者血
\6

J

水平的回顾分析发现!老年冠心病患者血
\6

J

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部分

冠心病患者
\6

J

明显升高!但血脂水平不高!

\6

J

与传统危险

因素的关系以
\6

J

为因变量!与
V&

"

V;

"

HWH2&

为自变量进

行直线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分别为
Y),)$+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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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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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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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老年冠心病组

\6

J

水平与患者血浆
V&

"

V;

"

HWH2&

等传统危险因素间没有

明显相关性!所以在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下!

\6

J

水平可

以作为预测冠心病的一个非侵袭性的方法#本研究同时对

%CA

"

U%>

"

M%>

患者
\6

J

水平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6

J

含

量(

%CA

%

U%>

%

M%>

!血
\6

J

与冠脉不同病变程度有一定

关系#

\6

J

可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高
\6

J

血症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及血管平滑肌增殖!促进血小板活化!

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当合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

时!能显着增加对血管的损坏!导致冠心病#测定老年
&\W

患者的
\6

J

水平对其近期疗效和远期预后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2!!

.

#本研究中!冠心病组的血
\6

J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说明高
\6

J

血症可能也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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