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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心脑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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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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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科#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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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E

N

"水平与心脑血管病变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循环酶法检测该院神经内科脑梗

死患者
"$6

例#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
#9

例和
"$$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E

N

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

脑梗死患者分为单纯合并

高血压组与合并高血压高血糖组#

6

组患者
%E

N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7̂9$$W67<!#

"

%

H>M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但
6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糖尿病患者分为单纯糖尿病患者组和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患者组#后者
%E

N

水平)!

"<766$W+7"9!

"

%

H>M

'

-

*显著高于前者)!

7̂#+$W67̂+!

"

%

H>M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结论
!

%E

N

是心脑血管

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及早筛查高危人群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降低其发病率$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心脑血管&

!

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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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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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6

!!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视度不断加

深$其相关危险因素也有较多的研究$其中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

%E

N

%水平对疾病的作用受到临床广泛关注)现探讨
%E

N

与

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性$为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和预

后提供有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6$"!

年
"

"

"$

月神经内科脑梗死

患者#全部经头颅
R=

或头颅
(S.

检查证实%

"$6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78W<76

%岁&内分泌科糖尿病患者
#9

例$

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79W!7+

%岁)另随机抽取健康体

检者
"$$

例#无心脑血管基础疾病%$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79W+7#

%岁)排除妊娠及服用避孕药*叶酸*

&

族维生素等

药物者'

"

(

)

#9

例糖尿病患者有
!̂

例合并心脑血管病变$

8̂

例

为单纯糖尿病患者)

"$6

例脑梗死患者有
!<

例合并高血压高

血糖$

+!

例单纯合并高血压)

?7@

!

方法
!

#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入院次日抽取空腹静脉血

8H-

$分别检测血清
%E

N

和血糖#

a-̀

%水平)#

6

%血清
%E

N

试剂由上海科华提供#循环酶法%$参考范围!

#

"!

%

H>M

"

-

$且

%E

N$

"$

%

H>M

"

-

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质控品由朗道公

司提供)#

8

%

a-̀

试剂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葡萄糖氧化酶

法%$参考范围为
87̂

"

97"HH>M

"

-

)质控品由朗道公司提供)

#

+

%实验仪器为东芝
=&0"6$TS

)

?7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7$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W4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

检验$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6

组脑梗死患者血清
%E

N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7$!

%&合并高血压高血糖脑梗死组与单独

合并高血压脑梗死组
%E

N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7$!

%)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组患者血清
%E

N

水平明显高于

单纯糖尿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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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各组研究对象
%E

N

和
a-̀

水平结果比较#

)W4

$

组别
1 %E

N

#

%

H>M

"

-

%

a-̀

#

HH>M

"

-

%

健康对照组
"$$ 7̂9$$W67<!# +7<$W$7̂!

合并高血压高血糖组
!< 687$8$W!76̂8 "87!9W+7"9

合并高血压组
+! 6"7+6$W+799< !79̂ W$79!

表
6

!!

糖尿病患者各组
%E

N

和
a-̀

水平结果比较#

)W4

$

组别
1 %E

N

#

%

H>M

"

-

%

a-̀

#

HH>M

"

-

%

合并心脑血管组
!̂ "<766$W+7"9! "$766W87"9

单纯糖尿病组
8̂ 7̂#+$W67̂+! "$7<!W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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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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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是神经内科常见疾病$其复发率*病死率*致残

率高$是威胁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6

(

)临床观察提示$大部分

脑梗死患者都有多年高血压或高血糖病史)我国有
<!g

以上

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可归于
%

型高血压$由此引发的脑梗死

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逐年增高'

8

(

)很多研究也表明$高水平

%E

N

是其独立危险因素$并可作为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

件的预测因子)因此$常规检测高血压患者血清
%E

N

水平$对

高血压的预防*诊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糖尿病的危害主要是

慢性并发症$合并心脑血管病变是其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

高水平
%E

N

与糖尿病血管病变的相关性加速血管病变的进

展$加重冠心病发生的危险性)有研究报道显示$糖尿病肾病

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血清
%E

N

水平明显升高)

目前$临床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有较多研究$

%E

N

作为

一独立危险因子受到广泛关注)机体内
$̂g

的
%E

N

在血液中

通过二硫键与蛋白质结合$只有一小部分游离
%E

N

参与循

环'

+

(

)有学者研究表明$

%E

N

在自身代谢过程中产生过氧化氢

自由基*羟自由基$启动和诱导氧化应激反应$破坏内皮细胞)

并与内皮中的一氧化氮反应$使一氧化氮失活$减弱内皮细胞

对表面氧化的抵抗力'

!

(

)

%E

N

还促进血管内皮平滑肌细胞

340

合成增加$诱导静止期肌细胞进入细胞周期$使血管壁增

厚$血管舒张功能减低$进而引起血压增高等)郭雪微等'

9

(报

道表明$随着
%E

N

水平增高$白细胞表面黏附分子
R3""L

*

R3"̂

表达增加&并有研究证实$高水平
%E

N

时巨噬细胞炎性

蛋白
"

2

和
R5R

型趋化因子受体
"

蛋白表达增强$引起血管壁

炎性$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血清
%E

N

水平增高时$

%E

N

自身氧

化增强$活性氧产生增多$促使循环中和细胞膜上的脂蛋白发

生过氧化$干扰正常低密度脂蛋白#

-3-

%代谢$导致
-3-

氧

化'

<

(

)有学者研究表明$

%E

N

5-3-

容易和清道夫受体结合$使

其易被巨噬细胞吞噬$导致细胞内胆固醇聚集和泡沫细胞形

成'

^

(

)陈宇等'

#

(研究提示$

%E

N

导致
"

型胶原合成增多$细胞

钙化速度增快$促使脂质沉积于血管壁$并改变血管壁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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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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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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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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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纤维化结构$从而促使血管钙化)此外$

%E

N

还通过一系

列作用破坏体内凝血和纤溶系统平衡等'

"$5"8

(

)

综上所述$

%E

N

参与体内多种病理生理过程$与动脉粥样

硬化*高血压等密切相关$并形成恶性循环$促进多种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发展'

"+5"9

(

)因此$及早检测血液
%E

N

水平$并根

据个体情况进行评估$及时预防$可较大减低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率)

参考文献

'

"

( 李瑞瑞$庞晓
7

血同型半胱氨酸与高血压患者脑出血的关

系'

\

(

7

中华高血压杂志$

6$"+

$

66

#

6

%!

"̂"5"̂87

'

6

( 宋春霞$李亚军$张世俊$等
7

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缺血

性脑卒中严重程度的关系'

\

(

7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6$""

$

6̂

#

9

%!

!+<5!+̂ 7

'

8

( 胡大一$徐希平
7

有效控制.

%

型/高血压111预防卒中的

新思路'

\

(

7

中华内科杂志$

6$$̂

$

+<

#

"6

%!

#<95#<<7

'

+

( 宋笑凯$李淮玉
7

同型半胱氨酸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研

究进展'

\

(

7

医学综述$

6$""

$

"<

#

+

%!

!665!6+7

'

!

( 庄微$蔡晓敏
7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心血管疾病相关性

研究进展'

\

(

7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6$"+

$

6̂

#

!

%!

+885+8!7

'

9

( 郭雪微$王雪红$杨泉
7

同型半胱氨酸与白细胞黏附分子

R3""L

*

R3"̂

关系的体内外研究'

\

(

7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

6$$̂

$

9

#

"6

%!

^̂ 5̂̂#"7

'

<

( 张宏华$张玲
7

高同型半胱氨酸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

用'

\

(

7

生命化学$

6$$̂

$

6̂

#

"

%!

"̂5̂67

'

^

(

-)LL

N

Q

$

S)GI2FQ(

$

(A12F)07.;CMAHHA@)>;A;GA@B2F>5

1EM2F>1)1

'

\

(

7R)FEDMA@)>;

$

6$$6

$

"$!

#

#

%!

""8!5""+87

'

#

( 陈宇$王士雯$王宇枚$等
7

同型半胱氨酸对血管钙化的促

进作用'

\

(

7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6$$8

$

8"

#

6

%!

"6̂5"8"7

'

"$

(乔国洪
7

同型半胱氨酸在心血管疾病中的检测意义'

\

(

7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6$"!

$

"!

#

<!

%!

"+!5"+!7

'

""

(

->1EAMO>\7%>H>E

N

1@2);2@F)AM15EM2AF>D@E>H21C>FE>H

J

M2V

F2A1>;1

'

\

(

74,;

*

M\(2G

$

6$$9

$

8!+

#

"!

%!

"96#5"9867

'

"6

(

/D;d

$

RB)2;c-

$

%1D%R

$

2@AM7̀12>C12FDHB>H>E

N

15

@2);2@>

J

F2G)E@1@F>I2

$

E>F>;AF

N

B2AF@G)12A12A;GG2A@B);

2@B;)ERB);2127"65

N

2AF

J

F>1

J

2E@)?2E>B>F@1@DG

N

'

\

(

7R)FE

\

$

6$$#

$

<8

#

^

%!

"+685"+8$7

'

"8

(冯娟$王宪
7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生

发展的炎症免疫机制'

\

"

R3

(

7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

版%$

6$""

$

8

#

8

%!

"$5"<7

'

"+

(

%DM@B2\70;@)L>G)21@>>V)G)O2G-3-);A@B2F>1EM2F>1)1

G2?2M>

J

H2;@5EM);)EAMA;GA;)HAM1@DG)21

'

\

(

7RM);RB)H

0E@A

$

6$$+

$

8+̂

#

"

"

6

%!

"5̂ 7

'

"!

(于立妍$王华亭$王红艺$等
7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治疗概

况及进展'

\

(

7

国际老年医学杂志$

6$"$

$

8"

#

!

%!

6$<56"$7

'

"9

(

eDe

$

aDA;d

$

bDc

$

2@AM7QMA1HAB>H>E

N

1@2);2M2?2M1

J

F2G)E@@B2F)1I>CAED@2E2F2LFAM);CAFE@)>;);

J

A@)2;@1

K)@BEAF>@)GAF@2F

N

M21)>;1

'

\

(

7(>M42DF>L)>M

$

6$"!

$

"$

#

""

%!

"$""5"$"97

#收稿日期!

6$"95$65"9

!!

修回日期!

6$"95$95""

%

!经验交流!

肇庆地区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型别及年龄分布

申学基#李成德#刘
!

健#李海珠#吴小文

!广东省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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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肇庆地区人类乳头瘤病毒!

%Q'

"的感染型别及年龄分布$方法
!

采用反向杂交技术对该院收集的住院

及门诊患者
6$$+

例有性生活史的女性宫颈分泌物进行分型研究$结果
!

6$$+

例标本中
+8<

例阳性#阳性率
6"79g

#单一感染

88+

例!

"979g

"#混合感染
"$8

例!

!76g

"$其中
!6

亚型
<#

例#占阳性例数的
"̂ 7$<g

#

"9

亚型
+!

例#占
"$76#g

#

!̂

亚型
88

例#

占
<79g

$低危型例数明显少于高危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

%Q'

感染主要分布在
6"

"

!$

岁年龄段$结论
!

肇庆地

区
%Q'

感染的主要是
!6

亚型#年龄主要分布在
6"

"

!$

岁$

关键词"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

宫颈炎&

!

宫颈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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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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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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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展中国家宫颈癌

占女性肿瘤的
"!g

$发达国家宫颈癌占女性肿瘤的
+7+g

'

"

(

)

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及新发例数均较高$每年新发病例约
+7!

万$占全球发病总数的
"

"

+

$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

6

(

)早期

诊断和治疗是预防宫颈癌的有效途径$病理学检查可作为宫颈

癌前病变的金标准'

8

(

)由于临床主观判断的不一致性$因此宫

颈癌需要其他辅助诊断措施)大量实验证明人类乳头瘤病毒

#

%Q'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而
%Q'

分型检测可作

为宫颈癌的初步筛查$为其早期诊断和治疗开拓新局面'

+

(

)现

对肇庆地区病例进行初步分析$了解该地区
%Q'

分型感染和

年龄分布情况)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收集
6$"!

年
"

月
"

号至
"6

月
8"

号该院门诊

及住院有性生活史的女性患者标本
6$$+

例$年龄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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