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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

及老年人口的增加#脑梗死的发生在中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

势#其高致死率及高致残率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血液的

凝溶状态与其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纤维蛋白原是血液

高凝状态的一个重要分子(本研究采用
M7@<

分析的方法#对

实验方法设计相似的文章进行整合#旨在进一步探讨脑梗死与

纤维蛋白原水平的关系(

?

"

材料与方法

?'?

"

文献检索方法
"

$

!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GbR

#

!))1

#

2"!"

年%'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N)

#

2"!"

年%'

万方电子期刊数据库$

!)N2

#

2"!"

年%为原始文献的基本来

源#以脑梗死和纤维蛋白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2

%从选中的

参考文献目录里筛选相关文献(

?'@

"

纳入标准
"

$

!

%纳入文献应包含以脑梗死组与对照组血

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关系的对照研究($

2

%脑梗死的诊断符合第

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或经
MSR

或
$4

证实($

(

%文献中数据明确#有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例数'性别'

年龄和血浆纤维蛋白原的结果$包括均值和标准差%($

1

%脑梗

死组的纤维蛋白原结果为入院
21;

内结果($

#

%按照以上标

准#文献的收录整理由
2

名工作人员商议完成#有争议的提交

第三人共同讨论决定(

?'A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S78M<.#'"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

进行异质性检验#根据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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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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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2

%

#"e

决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总效应量分

析#然后使用
O4343!"'"

软件中的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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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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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价

发表偏倚(

?'C

"

敏感性分析
"

选用不同效应模式'剔除小样本文献'剔除

质量相对较差的文献后分别进行
M7@<

分析#根据结论的变化

评价结果的稳定性(

@

"

结
""

果

@'?

"

文献检索结果#剔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及重复文献#最后

符合标准的文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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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详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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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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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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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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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纳入的文献共包括脑梗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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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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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示汇总分析后脑梗死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高于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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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偏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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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4343!"'"

软件对入组文献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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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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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产生的漏斗图#提示无明显发

表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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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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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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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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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证实本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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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
"

对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去除小样本资料及

去除质量相对较差的资料分别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2

(多角度

敏感性分析结果总体趋向一致#说明合并结果稳定可靠(

表
2

""

敏感性分析结果

研究方法 文献$

&

% 比值比
SC

$

)#e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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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效应模型
!( !'2*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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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模型
!( !'("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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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小样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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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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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质量较差资料
!! !'2N

$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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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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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纤维蛋白原即凝血因子
$

#由肝脏合成和分泌#相对分子

质量
(1"V!"

(

(早在
2"

世纪
N"

年代初期#人们就通过临床观

察指出纤维蛋白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种危险因素)

!1

*

(高浓

度纤维蛋白原可刺激内皮细胞#直接损害血管壁&还会刺激平

滑肌细胞增生迁移#损害患者的内皮功能(血浆纤维蛋白原浓

度升高会增加血液黏稠度#使血小板聚集性增强#其与血小板

膜表面糖蛋白
%

J

"

(

<

结合#使血小板发生黏附'聚集反应#加

快动脉硬化的速度#从而形成血栓(许多研究证实#血浆纤维

蛋白原水平高者#血栓形成'斑块破裂的发生率也明显

升高)

!#

*

(

M7@<

分析是对具有相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进

行整合然后进行系统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增大样本量的同

时#使得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得以提高(但
M7@<

分析不可避免

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论文的发表偏倚'实验方法的差异'

数据的真实性'地区差异等(本文对入选文献进行了严格的筛

选$入选文献中脑梗死患者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

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4

或磁共振成像检查证实#且实

验设计相似%#较好地保证了临床同质性#且经
H7

==

法及
K

==

0

7B

法检验证实无发表偏倚#多角度的敏感性分析结果稳定(因

此#结果可靠可以认为脑梗死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高于对

照组#通过纤维蛋白原的测定#或许可以对高危患者进行早期

干预来预防脑梗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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