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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酯酶活性判断冠心病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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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中老年人是高发人

群#最近几年随着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病的发

生率有显著的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威胁患者

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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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的致病因素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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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造成的损害以及遗传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吸烟*饮酒*高

血压以及高血脂等是主要的环境危险因素#如果年轻人发生冠

心病#绝大多数是遗传因素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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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血清中对氧磷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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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Z$

&是一种钙离子依赖性芳香酯酶#根据国内的相关研究

文献表明#

79Z$

的芳香酯酶活性检测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具

有相关性#本院为了验证
79Z$

的芳香酯酶活性检测与冠心

病的关系#选取部分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
79Z$

的

芳香酯酶活性检测#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且对比不同病变

程度的冠心病患者之间的
79Z$

的芳香酯酶活性#分析
79Z$

的芳香酯酶活性检测与冠心病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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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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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间本院收

治的冠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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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的研究对象均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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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诊断标准#其中男性患者有

*(

例#女性患者有
*)

例#单支病变的患者有
&(

例#多支病变

的患者
4)

例%再选取同期来本院体检的健康人
4)

例作为对照

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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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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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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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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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禁食
$%E

后均于次日清晨空腹采

肘正中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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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后在低温箱中置于干管内保存#

然后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
79Z$

芳香酯酶活性#对比冠

心病患者和对照组研究对象以及不同病变程度的冠心病患者

之间的
79Z$

芳香酯酶活性)再采集冠心病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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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腹静脉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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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总

胆固醇$

D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

&以及三酰甘油

$

De

&等血脂指标#将冠心病患者的
79Z$

芳香酯酶活性*年

龄*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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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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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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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中分析冠心病的影响因素#旨在通过
79Z$

芳香

酯酶活性判断冠心病患者的病情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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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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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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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

的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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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冠心病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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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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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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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A

!

冠心病患者与对照组研究对象相关指标对比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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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变程度的冠心病患者
79Z$

芳香酯酶活性对比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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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支病变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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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酯酶活性明显高于多支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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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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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元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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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与对照组研究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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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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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血清
79Z$

可影响脂质氧化

代谢的过程#因此具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与冠心病的发生发

展具有紧密联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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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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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蛋白石钙离子依赖型酶蛋

白#与低密度脂蛋白
>!>#3

和高密度脂蛋白
2!>#3

紧密相

关#在
>!>#3

氧化修饰以及
2!>#3

抗氧化修饰中起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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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对
2!>#3

在脂质代谢过程中具有

延缓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比较认可#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延缓

动脉硬化的作用机制是
2!>#3

阻止
>!>#3

的氧化修饰作用#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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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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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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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动脉粥样硬化

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7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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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蛋白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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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轻度修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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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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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诱导单核
#

内皮细胞的能力大大减小#经加热或

用乙二胺四乙酸盐处理后#可显著降低
2!>#3

抗
>!>#3

氧化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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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79Z$

如果没有活性就会失去抗氧化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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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血清
79Z$

活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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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相关性)本

研究结合了冠心病患者的病理特点#旨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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