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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脂水平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6W7

$的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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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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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患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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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神经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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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代谢异常与
!6

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

!6

患者体内可能存在脂质过氧化

反应#抑制脂质过氧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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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有助于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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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

!6

&常继发于颈动脉粥样硬化#后者病变程度与

!6

发病风险密切相关'

'

(

)脂代谢异常作为动脉粥样硬化危险

因素之一#一直受到临床的关注#而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2$

\J\

&在
/G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脑动脉粥

样硬化及血栓形成是主要的
!6

发病机制#

>2$\J\

也是动脉粥

样硬化形成并引发
!6

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

(

)本研究探讨了

!6

患者血脂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相关性#以期为
!6

的

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F

月本院神经科收治

的
!6

患者
'%,

例$

!6

组&#均为发病
=

'

(Q

后入院#经头部
!7

和
WU6

确诊%均排除心房纤颤*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脑出血*甲

状腺功能障碍*肿瘤*感染等疾病%男性
AC

例*女性
@'

例#年龄

(+

'

+F

岁#平均
FA)*

岁%均符合
'CC*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

学术会议修订的缺血性脑卒中诊断标准'

(

(

)同期于本院神经

科接受脑血管评估的患者
'%,

例纳入对照组#其性别和年龄与

!6

组相匹配#均无心房纤颤*脑出血*肿瘤*感染及其他系统性

疾病)

E)F

"

方法

E)F)E

"

传统血脂指标检测
"

以干燥真空试管采集受试者晨起

空腹静脉血
*P\

#

(,,,;

"

P30

离心
',P30

后分离血清#采用

罗氏
V+,,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进行检测%总胆固醇

$

7!

&*三酰甘油$

7.

&测定采用酶化学动力学法#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J\$!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aJ\$!

&测定采用均

相液体双向试剂直接测定法#载脂蛋白
/'

$

/

R

>$/'

&*载脂蛋

白
-

$

/

R

>$-

&*脂蛋白$

M

&'

\V

$

M

&(测定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

同时进行仪器配套质控品检测#并确保检测结果在控制范围

内)各项操作均按仪器及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E)F)F

"

>2$\J\

检测
"

采集受试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P\

#

#J7/$"M

抗凝#

(,,,;

"

P30

离心
',P30

后分离血浆#酶联免

疫吸附法检测
>2$\J\

#试剂盒购自上海荣盛生物制剂公司#

U7F,,,

型酶标仪为深圳霄杜生命科学有限公司产品)按试

剂盒说明书制备标准曲线后计算标本浓度)各项操作均按仪

器及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批内变异系数小于
F),D

)

E)G

"

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6W7

&测定
"

采用惠普
A*,,

彩色多

普勒超声机#测量皮肤远侧管腔内膜界面与中层外膜界面之间

+

FFF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F

期
"

60:̂ \M<W1Q

!

WM;IE%,'%

!

4>=)((

!

">)F



的距离#即颈动脉后壁纵向超声显像表现为相对低回声分隔的

%

条平行亮线之间的距离#即为
!6W7

%分别测量颈总动脉远

端分叉处
'IP

*颈内动脉起始端
'IP

及颈动脉窦部的
!6W7

值各
(

次#计算均值及标准差%测量时避开粥样斑块)

!6W7

'

,)CPP

为正常#

!6W7

%

,)CPP

为增厚'

@

(

)

E)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VGG'(),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HB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血脂水平与
6W7

相关性分

析采用
G

R

1M;PM0

直线相关分析%显著性检验水准为
"

_,),*

)

F

"

结
""

果

F)E

"

各组受试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

各组受试对象一般资料比

较见表
'

)其中#

!6

组颈内动脉供血区梗死
+(

例$

FC)%D

&#椎

基底动脉供血区梗死
(A

例$

(,)+D

&)

F)F

"

各研究组血脂水平与
!6W7

比较
"

各研究组血脂水平

比较见表
'

)

!6

组
!6W7

检测结果为
')'B,)(%PP

#

!6W7

增厚
',%

例$

+*),D

&%对照组
!6W7

值检测结果
,)+B,)*@

PP

#

!6W7

增厚
%,

例$

'F)AD

&%二者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D

$

,),'

&)

表
'

""

各组受试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

#

D

%或
HB8

(

组别
#

吸烟 高血压病 糖尿病 高脂血症家族史
-W6

$

T

?

"

P

%

&

对照组
'%, AF

$

F()(D

&

',+

$

C,),D

&

(F

$

(,),D

&

*C

$

@C)%D

&

%()CB%)(

!6

组
'%, AC

$

F*)+D

&

!

'',

$

C')AD

&

!

(*

$

%C)%D

&

!

F'

$

*,)+D

&

!

%@)@B%)*

!

""

!

!

D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6

组与对照组血脂水平比较

组别
7!

$

PP>=

"

\

&

7.

$

PP>=

"

\

&

\J\$!

$

PP>=

"

\

&

aJ\$!

$

PP>=

"

\

&

/

R

>$/'

$

?

"

\

&

/

R

>$-

$

?

"

\

&

\V

$

M

&$

P

?

"

\

&

>2$\J\

$

P

?

"

\

&

对照组
@)+%B,)%% ')+FB,)@A %)+(B,)F* ')%CB,)(C ')*%B,)(C ,)++B,)%% '*F),B'F)* '')'FB()'*

!6

组
*)%CB,)(F

!

%)*(B,)*F

!

()'FB')'%

!

')%'B,)(@ ')@AB,)(* '),%B,)%*

!

%,+),B'+)*

!

'()%*B()F'

!

""

!

!

D

$

,),'

#与对照组比较)

F)G

"

!6

组血脂水平与
!6W7

相关性分析
"

G

R

1M;PM0

直线相

关分析显示#

!6

患者
7!

*

7.

*

\J\$!

*

/

R

>$-

*

\V

$

M

&*

>2$\J\

水平与
!6W7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F%

*

,)%+

*

,)@F

*

,)A,

$

D

$

,),'

&#

aJ\$!

*

/

R

>$/'

水平与
!6W7

呈

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g,)*@

*

g,)%%

$

D

$

,),'

&)

G

"

讨
""

论

动脉粥样硬化所致血管损害是诱发
!6

的主要原因之一)

脂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早已得到证实'

*$F

(

)调脂治

疗已成为预防和治疗脑动脉粥样硬化#防止
!6

发生和复发的

重要手段'

A

(

)内中膜厚度$

6W7

&可用于早期判断动脉粥样硬

化#也是
!6

的预测指标之一)本研究证实#

7!

*

7.

*

\J\$!

*

/

R

>$-

*

\V

$

M

&与
!6W7

呈正相关#

aJ\$!

*

/

R

>$/'

与
!6W7

呈负相关#与以往报道相符'

+

(

)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是低密度脂蛋白$

\J\

&氧化修饰形成

的脂蛋白#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特有的成分#也是血管损伤

过程中的重要起始因子#可经多种途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

C

(

)

!6

患者由于脑组织缺血*缺氧#产生大量免疫系统刺激原#通

过激活炎性细胞而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氧化修饰
\J\

成为

>2$\J\

)

\J\

经氧化修饰后#其受体识别位点发生变化#形成

>2$\J\

特有的受体识别位点)凝集素样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受

体
$'

$

\Zf$'

&是主要表达于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丰富组织的

>2$\J\

特异性受体)生理条件下#

\Zf$'

通过结合*吞噬
>2$

\J\

而发挥清除功能%病理条件下#

\Zf$'

被炎性因子*氧化

应激*流体剪切力等刺激因素所诱导#从而介导
>2$\J\

对内

皮细胞的损伤作用'

',

(

)有研究发现#

>2$\J\

引起的血管内皮

舒张因子合成减少和黏附分子表达增加可被
\Zf$'

反义寡核

苷酸抵消#间接证实
>2$\J\

与
\Zf$'

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引

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的重要分子机制'

''

(

)由此可见#

>2$

\J\

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和
!6

的急性发作

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2$\J\

水平与
!6W7

呈正相关$

;_

,)A,

#

D

$

,),'

&#表明
>2$\J\

水平升高参与了
!6

的病理生理

过程#证实
>2$\J/

可用于预测
!6

的发病风险#该结论与既往

文献报道一致'

'%$'@

(

)

随着对自由基与动脉粥样硬化*

!6

的病理生理过程相关

性研究的深入#抗氧自由基治疗在保护神经*血管免受自由基

损伤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研究证实有效阻止脂质

过氧化#减少
>2$\J\

的生成#可作为
!6

治疗方案之一而应用

于临床#也为自由基清除剂在动脉粥样硬化和
!6

治疗中的应

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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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稳定性试验结果#

0

?

)

P\

%

校准品浓度$

0

?

"

P\

&

@Y

保存试剂
(AY

保存试剂

,), ,),, ,),,

,)% ,)'C ,)%'

'), ')'% ')'F

%)* %)*' %)A%

',), C)+@ ',)'(

G

"

讨
""

论

本研究采用非均衡竞争原理#将抗
567!

抗体包被在微孔

板中#加入
567!$7

类似物#校准品或样品#抗
7

抗体
$aUV

#与

抗
567!

抗体相比#校准品或样品中的
7

与抗
7

抗体
$aUV

结

合物的亲和力更高#形成
7$

抗
7

抗体
$aUV

复合物和较少的

抗
567!

抗体
$567!$7

类似物
$

抗
7

抗体
$aUV

复合物#去除游

离成分后加入
aUV

的作用底物#于第
*

'

'*

分钟测定各加样

孔在
@%*0P

处的
U\̀

)

U\̀

与样品
7

浓度呈负相关#根据

U\̀ $

浓度标准曲线即可获得样品中的
7

含量)

与传统的包被抗体标记抗原方法相比#本研究采用的抗

567!$567!

系统可有效避免加样延迟时间对反应的影响)本

方法将抗原间接包被在微孔板上#样品或校准品中的抗原不与

已包被抗原反应#加入酶结合物后反应才开始#因此可避免加

样延迟时间对反应的影响)此外#间接包被法可以增加包被浓

度#使包被板的精密度优于直接包被法#

AV

批内 最 小可达

()*AD

#

AV

批间小于
*D

)应用
567!$

抗
567!

放大系统具有诸

多优点!

567!

易与抗原结合#标记率高#标记物易于分离%

567!

标记物十分稳定#保证了
567!$

抗
567!

系统的稳定性)

本研究将抗
567!

抗体包被在微孔板上#再将
7

类似物标

记在
567!

上#从而可间接将
7

类似物包被在微孔板上#

7

类

似物与样品或校准品中
7

抗原竞争性结合抗
7

抗体)与传统

的将
7

直接包被在微孔板上比较#用
7

类似物竞争结合抗
7

抗体
$aUV

可显著提高检测灵敏度#因为
7

类似物*

7

抗原与

抗
7

抗体
$aUV

具有不同的亲和力)

本研究建立的检测系统与罗氏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

;_,)CA(%

&)后续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与

不同进口检测系统进行比对分析#对检测条件进行优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应用
567!

系统建立的非均衡竞争

!\6/

检测系统具备灵敏度高*测定范围广*精密度高*稳定性

高等优点#能够满足临床应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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