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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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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对评估
]

型高血

压患者动脉功能损伤及识别高危患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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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医学界将伴有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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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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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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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的原发性高血压定义为
]

型高血压'

%

(

)研究资料表明#

]

型

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较单纯存在高血压的患者高

出约
)

倍#较健康人高出约
%#

倍'

#

(

)过氧化物酶$

T!\

%又称

髓过氧化物酶#是由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等在炎性反

应过程中释放到细胞外液的一种酶#具有促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的作用'

$

(

)踝臂指数$

,"O

%与动脉僵硬程度密切相关#是诊断

外周动脉疾病的最佳无创指标)在
,"O

异常患者中#心血管

事件的发生率*病死率和全因病死率往往较
,"O

健康人群明

显升高'

'

(

)本研究通过对
]

型高血压患者血清
T!\

水平及

,"O

进行测定#探讨三者在高血压发生*发展的病理过程中的

相互关系#为
]

型高血压的防治提供有效的依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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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1B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在重庆市荣

昌区人民医院心内科门诊体检或住院的高血压患者
%$$

例#年

龄
$#

#

4#

岁#平均$

)%1&2e&14&

%岁#男
2)

例#女
)4

例)其中

]

型高血压组
2#

例#男
''

例#女
#4

例&非
]

型高血压组
$(

例#男
%)

例#女
%)

例&正常血压组
$%

例#男
%&

例#女
%)

例)

$

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纳入标准!$

%

%在未用抗高血压药情况下入院时血压值

达
%#)

级高血压#收缩压$

8"!

%大于或等于
%&(HH ]

I

#或

舒张压$

*"!

%大于或等于
%((HH ]

I

#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

,

#(%(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老年高血压诊断标准&$

#

%

]

型

高血压组
]F

B&

%(

$

H>J

"

V

#非
]

型高血压组
]F

B

水平正常)

$

$

%纽约心功能分级$

+f],

%

'%

级#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

准!$

%

%半年内服用过影响
]F

B

水平的药物$如叶酸*维生素*

氨甲喋呤*苯妥英钠*卡马西平等药物%&$

#

%继发性高血压*结

缔组织病及其他严重内科及精神疾病&$

$

%存在高脂血症*感

染*肿瘤*组织损伤者等)所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参与

问卷调查)

B1C

!

观察指标
!

详细收集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吸

烟史*饮酒史及高血压病程与临床用药史等&检测
,"O

*体质量

指数$

"TO

%*血压*空腹血糖$

S"R

%*血清总胆固醇$

/-

%*三酰

甘油$

/R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V*V0-

%*肝功能*肾功能*

-

反应蛋白$

-.!

%*

]F

B

*

T!\

*

心率$

].

%等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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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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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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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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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钟伟#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高血压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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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1D1B

!

血压检测方法及资料收集
!

采用符合计量标准的水银

柱袖带血压计#测量前患者至少坐下安静休息
%)H;=

#

$(H;=

内禁止吸烟或饮咖啡#排空膀胱)测定时间固定在上午
2

!

$(

#

4

!

$(

#取坐位#采用柯氏听诊法测量右上臂血压#测量
$

次#取

平均值#每次测量间隔
$H;=

#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操

作)收集一般临床资料*既往史*家族史*吸烟饮酒史*体格检

查和实验室检查资料等)

B1D1C

!

相关血液指标检测方法
!

所有患者空腹
%#C

后于第
#

天早上
4

!

$(

前抽取肘静脉血
)HV

#酶法分别检测
S"R

*

/-

*

/R

*

]*V0-

*

V*V0-

*肝功能*肾功能*

-.!

等各项指标)

#C

内离心得到血清标本#并以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法$

S!O,

%测定

]F

B

)

T!\

采用分光光度计比色法测定)以上操作由同一专

业技师进行检测)

B1D1D

!

,"O

检测方法
!

受试者测试前先休息
)H;=

#取仰卧

位#采用日本福田公司生产的
WG8D9GW<0%(((

无创动脉硬化

测定仪进行检测)测量前让受检者在舒适的室温$

#(`

左右%

下仰卧休息
%)H;=

#之后测量双侧血压#将袖带缚于上臂及下

肢踝部)上臂袖带气囊标志处对准肱动脉#袖带下缘距肘窝横

纹
#

#

$FH

#下肢袖带气囊标志处位于下肢内侧#袖带下缘距

内踝
%

#

#FH

)取高值作为肱动脉压$两侧血压差值小于
%(

HH]

I

%&测量双侧胫后及足背动脉血压#取最高值为踝动脉

压)

,"O7

踝动脉压"肱动脉压#取两侧低值进行统计
,"O

&

%1(

#$

%1$(

为正常#

'

(15%

为异常#

(15%

#$

%1((

为临界

值#

&

%1$(

提示动脉不可压缩)

B1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21(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He>

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多组中的
#

组间比较采用
8+60

2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正态分布资料进行
!DG9<>=

相关分析#非正态分布进行秩和检验#

]F

B

*

-.!

与低
,"O

的关系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1B

!

$

组研究对象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

$

组研究对象
8"!

*

*"!

*

"TO

*

/-

*

/R

*

]*V0-

*

V*V0-

*

S"R

*

].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1()

%&与正常血压组比较#

]

型高血压组和非

]

型高血压组
"TO

*

/-

*

S"R

明显升高 $

67%155

*

%15&

*

%15#

#

#1(2

*

#1%$

*

#1$(

#

!

$

(1()

%&与非
]

型高血压组比较#

]

型高

血压组
]F

B

明显升高$

67%155

#

!

$

(1()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He>

&

组别
0

8"!

$

HH]

I

%

*"!

$

HH]

I

%

"TO

$

Z

I

"

H

#

%

/-

$

HH>J

"

V

%

/R

$

HH>J

"

V

%

]*V0-

$

HH>J

"

V

%

V*V0-

$

HH>J

"

V

%

S"R

$

HH>J

"

V

%

].

$次"分%

]F

B

$

$

H>J

"

V

%

]

型高血压组
2# %)41(&e'1&& 541&#e)1$& #)1'$e#1&#

"

&1&4e%1&#

"

%14#e(1&( %1$4e(1$# $154e(1&# )124e%1#)

"

5#e)1&# %21&e%14

'

非
]

型高血压组
$( %'41#4e$1## 5&1$4e21&# #)1%#e#1$&

"

&1$)e%1(#

"

%1&#e(144 %1#2e(1&& $1'#e(1)4 )1$'e%1&#

"

4&e'1## 41#e%1)

正常血压组
$% %#&1&'e)1(# 5&1$4e21&# #$1)&e#1%# )1&4e%1%# %1)'e(1)$ %1))e(1)# #1'4e(1'& )1##e%1)# 4#e'1#$ 21#e%1$

!!

注!与正常血压组比较#

"

!

$

(1()

&与非
]

型高血压组比较#

'

!

$

(1()

)

C1C

!

$

组
,"O

及各项指标比较
!

正常血压组*

]

型高血压组

和非
]

型高血压组
,"O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7)1#%#

#

!

$

(1()

%&与非
]

型高血压组比较#

]

型高血压组
,"O

明显

降低$

67%155

#

!

$

(1()

%#

T!\

及
-.!

明显升高$

67%155

*

%15&

#

!

$

(1()

%)与正常血压组比较#

]

型高血压组
T!\

*

-.!

明显升高$

67%155

*

%15&

#

!

$

(1()

%)见表
#

)

表
#

!!

$

组
,"O

及各项指标比较%

He>

&

组别
0 ,"O T!\

$

HH>J

"

V

%

-.!

$

H

I

"

V

%

]

型高血压组
2# (1'4e(1%$

"'

#2%144e#(1&#

"'

41(&e(1&&

"'

非
]

型高血压组
$( (152e(1##

"

%%#1#'e%4145 %1&4e$1##

正常血压组
$% %1%2e(1%) 521#4e#%1)# %1##e(12#

!!

注!与正常血压组比较#

"

!

$

(1()

&与非
]

型高血压组比较#

'

!

$

(1()

)

C1D

!

线性回归分析
!

以
,"O

为因变量#

-.!

*

]F

B

年龄*性

别*

"TO

*

"!

*血脂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提

示
]F

B

*

-.!

与
,"O

呈负相关$

"7a(12%#

*

a(12##

#

!

$

(1()

%)见表
$

)

表
$

!!

,"O

相关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

EA " !

]F

B

(1(# (1(% a(12%#

$

(1()

-.! (1(& (1(# a(12##

$

(1()

D

!

讨
!!

论

!!

]

型高血压患者同时具有两种危险因素#即高血压和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故在导致心脑血管事件上存在明显的协同

作用)

#((4

年有研究指出#迄今为止#理论上干预动脉粥样硬

化的两大治疗手段分别是干预脂质代谢$血浆内和细胞内%和

干预炎症反应'

)

(

)故在降压基础上联用降低
]F

B

水平的药物

可能有助于降低
]

型高血压的
-.!

水平#对减轻其炎性反应

起到积极作用)

有研究表明#

T!\

能够在吞噬细胞内杀灭微生物#是一种

重要的含铁溶酶体#能够削弱一氧化氮$

+\

%依赖的血管舒张

反应#降低
+\

在成熟细胞的生物利用度#通过调节
+\

的生

物利用度来调节血管的炎症反应'

&

(

)因此#笔者推断
T!\

参

与了高血压的形成#机制可能与
T!\

抑制
+\

活性有关)研

究发现大量活化的
T!\

及其氧化产物存在于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8

%损伤中#形成正反馈通路

进一步刺激中性粒细胞的活化#不断加重炎症反应'

204

(

)

,"O

是踝收缩压和上臂收缩压的比值#是一种无创诊断动

脉硬化的简单方法'

5

(

#早期
,"O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周动脉

相关疾病)随着对下肢血管病变的深入研究#

,"O

同心脑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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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可

早期评价患者的心血管病变风险#以便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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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

]

型高血压患者血清
T!\

与
,"O

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与非
]

型高血压组比较#

]

型高血压组
,"O

明显

降低&与正常血压组比较#

]

型高血压组
T!\

*

-.!

明显升

高&

]

型高血压组患者
,"O

与
-.!

和
T!\

呈负相关&以
,"O

为因变量#

-.!

*

]F

B

年龄*性别*

"TO

*

"!

*血脂等因素为自变

量#结果提示
]F

B

*

-.!

与
,"O

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血清
]F

B

*

T!\

水平及
,"O

在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对
]

型高血压患者血清

T!\

与
,"O

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有利于评估高血压病的危险

性#在积极治疗高血压的同时对早期发现*减少心血管事件及

改善预后#都有积极的临床意义)由于本研究在样本量上偏

少#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今后还应继续做更

深入的研究#已得到更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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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EDT,

#

.D;<X,

#

D?GJ1O=AD?D9H;=G?D.O0

",9D<@J?<MD9DG<<>F;G?DAM;?C?CDGK<D=FD>ECD

L

G?;?;<-

P;9@<.+,

$

]-W0.+,

%

;=KJ>>AA>=>9<

'

U

(

1.DP8>F

"9G<TDA/9>

L

#

#(%'

#

'2

$

%

%!

%#0%21

'

4

( 李会平
1

丙型肝炎核心抗原与丙型肝炎抗体联合检测在

丙型肝炎诊疗中的作用'

U

(

1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2

$

4

%!

%)2)0%)221

'

5

( 陈冬
1

丙型肝炎患者血清抗
0]-W

和
]-W0.+,

检测效

果分析'

U

(

1

临床输血与检验#

#(%&

#

%4

$

'

%!

$2'0$2&1

'

%(

(邓伟航#梁淑兰#周建华
1

丙型肝炎抗体阳性者血清中

]-W0.+,

的检测与分析'

U

(

1

国际医药卫生报#

#(%#

#

%2

$

'

%!

''50')%1

'

%%

(庞大志
1

抗
]-W

等联合检测在丙型肝炎诊断中的应用

'

U

(

1

亚太传统医药#

#(%$

#

5

$

$

%!

#((0#(%1

'

%#

(刘广印#昝丽娜#孙峰#等
1./0!-.

检测
]-W0.+,

在丙

型肝炎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U

(

1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4

%!

%4)50%4&(1

$收稿日期!

#(%20(#0()

!

修回日期!

#(%20('0()

%

+

'5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2

月第
$4

卷第
%'

期
!

O=?UVGKTDA

!

U@J

B

#(%2

!

W>J1$4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