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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L

!

P7̂

!

X]+3HA1E+]+3H

/1

?

AB/91B0:/B@90091B/A*@

C?

9<B910/)1:A0A1A*

C

e9E';%5/.05

"

L@9*9I9*)DH

C

0H:A0

?

)0/B/I9*

C

>)<<9*AB9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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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

"6

(

"

0

则说明周围动脉存在明显硬化'

@'B'B

"

>JPL

检测
"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东芝

L72##

*检测
>JPL

#患者采取平卧位#测量的靶点为

颈总动脉分叉前
">(

处的血管#比较两侧的
>JPL

值#采用左右两侧中较大的
>JPL

值进行分析'若
>J3

PL

$

"((

则内膜正常#若
>JPL

(

"((

!'

"'!

((

为内膜增厚#若
>JPL

&

"'!((

为斑块形成'

@'B'C

"

P7̂

检测
"

受试者在检测血压前静息
"!

(/1

#排空膀胱#保持平静的心态#

&#(/1

内禁止饮用

咖啡$浓茶#禁止吸烟#采用台式水银血压计检测所有

受试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共测量
%

次#中间间隔
&

(/1

#最终结果取两次的平均值#并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P7̂

#

P7̂ V

)收缩压
W%Y

舒张压*

k&

'

@'B'D

"

脂质代谢指标检测
"

抽取所有受试者的清晨

空腹静脉血
! (+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东芝

LF73"%#Q5

*检测患者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X]+3

H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H

*的水平'

@'C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用
\̂ \\"-'#

进行统

计分析'性别比例等计数资料以率)

,

*的形式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H

C

0H

$

HL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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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

>J3

PL

$

P7̂

以及高血压
&

级组的
H

C

0H

均高于高血压

"

级组#高血压
&

级组的
H

C

0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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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级组的
HL5̂ -

低于高血压
"

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9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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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H

C

0H

$

HL5̂ -

与
;Â `R

$

>JPL

$

P7̂

$

X]+3H

$

+]+3H

的相关性分析
"

经

9̂A<0)1

相关分析显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H

C

0H

水平

与
;Â `R

$

>JPL

$

P7̂

呈正相关)

@

分别为
#'!!$

$

#'466

$

#'&$-

#

9

'

#'#!

*#与
X]+3H

$

+]+3H

不相关

)

9

(

#'#!

*+

HL5̂ -

水平与
;Â `R

$

>JPL

$

P7̂

$

+]+3H

呈 负相 关 )

@

分 别 为
M#'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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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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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9

'

#'#!

*#与
X]+3H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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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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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各项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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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血压分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各项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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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

(

"

0

*

>JPL

)

((

*

P7̂

)

((X

G

*

X]+3H

)

(()*

"

+

*

+]+3H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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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

级组
&$ #'64U#'&& "%!'64U%$'-2

(

%&'&4U&'&2

(

"'%"U#'4%

(

""4'%2U"#'4!

(

"'"6U#'%6 %'6!U#'-$

高血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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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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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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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H

C

0H

(

HL5̂ -

与
;Â `R

(

>JPL

(

P7̂

(

X]+3H

(

+]+3H

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Â `R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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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7̂

@ 9

X]+3H

@ 9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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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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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多发于中老年人#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疾病进展缓

慢$病程长#长时间的体循环动脉血压过高可导致机

体的血管$心脏$肾脏$眼底等靶器官出现病理性改

变#进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并发

症%

236

&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中高血压

的发病率高达
&&'&,

#即我国每
&

位成年人中便有
"

位是高血压患者%

-

&

'我国的一项全国性高血压疾病

负担调查显示#在心血管疾病死亡或处于伤残调整寿

命年的患者中#高血压的贡献率高达
$4'#,

#由此可

见高血压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

&

'高血

压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各种心血管疾病发生

的病理基础#因此早期评价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动脉

结构和功能#并及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对于预防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害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Â `R

值是动脉标记部位间的距离与传播时间

的比值#是衡量动脉僵硬程度的金标准%

""

&

'

>JPL

是

评价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证明
>JPL

数值过高是心血管患病率及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

素%

"%3"&

&

'脂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当机

体发生脂质代谢紊乱时#大量的脂质沉积于血管壁#

并被单核细胞及平滑肌细胞吞噬形成泡沫细胞#大量

的泡沫细胞聚集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4

&

'在

本研究中#观察组的
H

C

0H

$

;Â `R

$

>JPL

$

P7̂

$

+]+3H

水平高于对照组#

HL5̂ -

水平低于对照组'

不同血压分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H

C

0H

$

HL5̂ -

$

;Â `R

$

>JPL

$

P7̂

整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9

'

#'#!

*'这说明
H

C

0H

$

HL5̂ -

在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体内异常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血压分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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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J1BO+A;P9E

!

Q9;<=A<

C

%#"-

!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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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发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H

C

0H

水平与

;Â `R

$

>JPL

$

P7̂

呈正相关#

HL5̂ -

水平与
;Â3

`R

$

>JPL

$

P7̂

$

+]+3H

呈负相关'这说明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的
H

C

0H

$

HL5̂ -

水平与部分动脉粥样硬

化相关指标存在内在联系#可通过检测患者体内的

H

C

0H

$

HL5̂ -

水平来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情况'罗昌

雄等%

"!

&的研究显示#高血压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的
H

C

0H

水平明显高于单纯的高血压患者#提示
H

C

0H

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与本研究结果类似'分

析其中原因#

H

C

0H

可调控半胱氨酸蛋白酶的活性#影

响细胞内外蛋白的水解#对于动脉血管壁蛋白溶解和

抗蛋白溶解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当
H

C

0H

水平异常

时可影响血管壁基质重构#进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

"$3"2

&

'

HL5̂ -

是一种结构与脂联素)

7̂ 8

*具有

高度同源性的脂肪细胞因子#已有研究证明
7̂ 8

具

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测

HL5̂ -

可能同样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

用%

"6

&

'林翔东等%

"-

&的研究显示#

HL5̂ -

在急性脑梗

死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呈低表达#且其表达水

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有关'

HL5̂ -

可通过激活

7E/)

?

5"

"

7P̂ b

"

98_\

"

8_

信号通路起到舒张血管

的作用#具有抑制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的促炎作用#

进而降低炎性反应对动脉粥样硬化的促进作用%

%#3%"

&

'

C

"

结
""

论

""

H

C

0H

$

HL5̂ -

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体内呈异常

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血压分级和动脉粥样硬化相关

指标有关'然而本文选取的病例数较少#可能会对结

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应适当增加样本

量#以减少此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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