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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约占全部脑卒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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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叶酸$

P,

%与维

生素
V

1"

$

_7>V

1"

%作为同型半胱氨酸合成甲硫氨酸的辅酶#在

RC

F

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探讨血清
RC

F

水平与脑梗

死之间的关系#我们对
5%

例脑梗死患者和
$%

例健康体检者的

血清
RC

F

*

P,

及
_7>V

1"

水平进行测定'

C

!

资料和方法

C2C

!

一般资料
!

急性脑梗死患者
5%

例#男
30

例#女
""

例#年

龄
$1

(

0$

岁#平均$

552$h42"

%岁#为
"%1"

年
:

(

1"

月本院神

经内科住院患者#发病后
1

(

3J

内入院#诊断符合
144#

年全

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梗死诊断标准(

$

)

#均经过

颅脑
-(

或
W)\

证实#并排除恶性肿瘤*甲状腺功能异常*妊

娠*糖尿病*严重肝肾功能衰竭*近
3

个月或正在服用叶酸及维

生素
V

类药物者'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512"h425

%岁#为同期本院体检中心体检合格者#

排除服用叶酸*维生素
V

类药物'脑梗死组与对照组在年龄

与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2%#

%'

C2D

!

血清
RC

F

水平测定
!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3M[

#

1A

内

3%%%D

"

M79

离心
#M79

分离血清#采用循环酶法#由
O[cW/

+Z!,Z#$%%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使用上北京九强公司的

RC

F

试剂盒#按说明书严格操作'

C2E

!

血清叶酸*维生素
V

1"

测定
!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3M[

#

1A

内
3%%%D

"

M79

离心
#M79

分离血清#采用化学发光法#由

雅培公司
,)-R\(N-(7"%%%

全自动化学发光检测仪及配套

试剂盒测定#按说明书严格操作'

C2F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用
.h3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相关分析采用
!

'

=@DM@9

相关性检验#应用
!+!!1:2%

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以
G

$

%2%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2C

!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比较
!

脑梗死组患者血清
RC

F

水平

+

44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

月第
35

卷第
:

期
!

\9>U[@IW=J

!

,

'

D7G"%1#

!

_;G235

!

Q;2:



明显高于对照组$

G

$

%2%1

%#而血清
P,

及
_7>V

1"

水平则明显

低于对照组$

G

$

%2%1

%#见表
1

'

表
1

!!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
RC

F

'

P,

'

_7>V

1"

水平比较

组别
# RC

F

$

&

M;G

"

[

%

P,

$

9

?

"

M[

%

_7>V

1"

$

&

M;G

"

[

%

脑梗死组
5% "3215h021:

"

521"h"214

"

3"324"h1332:4

"

对照组
$% 02%4h"2$# 1%2#:h#2:% #3%20#h1502#5

!!

"

!与对照组比较#

G

$

%2%1

'

D2D

!

脑梗死组
3

项指标相关分析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脑梗

死组的血清
P,

和
_7>V

1"

水平与
RC

F

水平呈负相关$

9

1

g

f%2$$$

#

9

"

gf%2#3#

#

G

$

%2%#

%#见图
1

(

"

'

图
1

!!

脑梗死组血清
P,

与
RC

F

水平的相关性比较

图
"

!!

脑梗死组血清
_7>V

1"

与
RC

F

水平的相关性比较

E

!

讨
!!

论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多数学者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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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促进脑梗死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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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脑梗死患者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能与
P,

及
_7>V

1"

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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