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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类型与冠心病发生%冠脉斑块类型及冠心病患者临床预后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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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探讨冠心病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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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患者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风险因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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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病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脉病变

而诱发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导致心脏缺陷缺氧可以诱发心血

管事件#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患者常见心血管事件#心肌梗死可

以诱发多种严重并发症包括恶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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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冠心病风险#进行早期临床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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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胃肠道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目前越来越

多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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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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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冠心病发生'发展及临床预后的

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冠心病患者为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收治的患者#其中冠心病诊断均经冠状动脉

造影证实#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指定的相关诊断

标准(

&

)

*入选标准!$

$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年龄
#

$*

岁&$

%

%所有患者均能完成随访#依从性好*排除标准!$

$

%患其

他系统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慢性肾病等其他疾病者&$

%

%合并

妊娠'哺乳'精神异常及其他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

%近
(

个

月发生出现心血管事件的患者&$

#

%可能合并其他感染疾病的

患者*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V#;"

%岁'

[W9

$

%(;+V#;"

%

U

L

"

H

%

&以
$%!

例健康体检者

为对照组#对照组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年龄$

#";(V#;%

%岁'

[W9

$

%(;(V#;%

%

U

L

"

H

%

#两组性别'年龄

体重指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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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探讨冠心病患者心

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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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体重指数'冠脉病变程度'

0.

感染类型为单因素'以心

血管事件为终点事件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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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具有较高的临床发病率#冠心病的发生可诱发急性

冠脉综合征'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冠心病的发生可诱发慢

性心功能不全#导致患者活动耐力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冠心病病情严重程度是影响冠心病临床预后的重要因

素#冠心病造影是诊断冠心病和评价患者冠脉病变程度的金指

标#但是其为有创伤检测#而且冠脉造影存在诱发急性肾功能

衰竭'心肌梗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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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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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判断冠脉病变的

重要检查方法之一#目前被广泛运用于冠状动脉心脏病患者病

情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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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示
0.

与心血管系统疾病之间存在潜在

联系#

0.

可以通过释放细胞毒素损诱发血管内皮损伤#可能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进而诱发冠心病#相关研究已经证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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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和冠心病患者之间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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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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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心血管系统疾病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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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侵袭性可以直接作用于血管内皮#诱发内

皮损伤#还可以进一步促进血管平滑肌增殖#导致血管内狭窄

形成#最终促进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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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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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与冠心病之间的关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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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导致感染者罹患冠心病

的风险比未感染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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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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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冠心病发生密切相

关#可能参与冠心病患者的病理生理过程*既往研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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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毒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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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斑块脱落是诱发急性冠脉事件的主

要原因#不同的冠脉斑块类型脱落的风险不同*软斑块由于未

完全附着血管内壁在血流紊乱时候容易发生脱落#因此监测患

者斑块类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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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冠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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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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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一步分析斑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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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探讨患者

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结果提示冠脉斑块软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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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冠心病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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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导致冠心病发生的风

险增加#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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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软斑块均是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血管

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冠心病患者检测患者
0.

及其毒力

型有助于检测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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