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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X

营养状态对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免疫

功能的影响)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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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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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四川高原地区
Y

型高血压不同危险分层与血
YA

=

的相关性分析!

陈江华!贾礼华"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康定
2"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高原地区
Y

型高血压患者血同型半胱氨酸"

YA

=

%与高血压危险分层的相关性&

方法
#

用循环酶法测定
&'/

例高血压
1

'

2

级患者"高血压组%及
!''

例体检健康者"健康对照组%血
YA

=

水平!

分析
YA

=

与高血压'性别'年龄段的关系&结果
#

高血压组
1

级*"

!&#$[$#/

%

$

C:G

#

O

+与
2

级*"

""#/[2#'

%

$

C:G

#

O

+血清
YA

=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2["#/

%

$

C:G

#

O

+!且高血压
2

级明显高于高血压
1

级血清

YA

=

水平"

!

$

%#%9

%$高血压
1

级和
2

级中男性血清
YA

=

水平*"

!1#$[9#"

%

$

C:G

#

O

'"

"9#2[&#1

%

$

C:G

#

O

+均

明显高于女性血清
YA

=

水平*"

!9#![/#$

%

$

C:G

#

O

'"

"%#"[2#"

%

$

C:G

#

O

+"

!

$

%#%9

%$在高血压
2

级患者中
2%

岁以上患者血清
YA

=

水平*"

"2#$[&#9

%

$

C:G

#

O

+明显高于
2%

岁以下患者血清
YA

=

水平*"

!1#9[9#$

%

$

C:G

#

O

+"

!

$

%#%9

%&结论
#

血
YA

=

水平与高血压危险分层呈正相关性$男性患者
YA

=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测定
YA

=

对预防及治疗
Y

型高血压疾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四川高原地区$

#

Y

型高血压$

#

血同型半胱氨酸$

#

相关性分析

!"#

!

!%#/12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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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89$$#!

文章编号"

!2&/7$!/%

"

"%!1

%

%17!!"&7%/

文献标识码"

.

##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其发病机制目前

尚未完全明确(同型半胱氨酸$

YA

=

%是人体内含硫氨

基酸的一个重要代谢中间产物(也是心血管独立危险

因子)

!

*

'研究发现)

"

*

(我国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
&9V

伴有高
YA

=

血症(有学者提出了
Y

型高血压概念(即

高血压合并高
YA

=

血症$

YA

=&

!%

$

C:G

"

O

%

)

/

*

'目前

许多文献报道了
Y

型高血压危险分层的研究(而四川

高原地区较少报道(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

年
!

月至
"%!'

年
9

月本院收治的
&'/

例
Y

型高血压患

者(对血
YA

=

水平与高血压不同危险分层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2

年
!

月至
"%!'

年
9

月在

本院就诊并被确诊为高血压患者
&'/

例作为高血压

组(参照1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

)

$

*规定的危险分层标

准进行分组(分为中危组$

1

级%与高危组$

2

级%'其

中高血压
1

级
/$"

例(包括
2%

岁以上患者
!'2

例$男

11

例+女
'&

例%和
2%

岁以下患者
!92

例$男
'&

例+女

21

例%&高血压
2

级共
$$!

例(包括
2%

岁以上患者

"1'

例$男
!$9

例+女
!9/

例%和
2%

岁以下患者
!$/

例

$男
&'

例+女
29

例%'同时选取体检健康者
!''

例

$男
!%"

例+女
'2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

A#B

#

标本采集
#

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
/CO

置于生

化管内(

!>

内送检(

/%%%B

"

C46

离心
!%C46

后分离

出血清待检'

A#C

#

检查方法
#

采用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
YA

=

试剂盒$循环酶法%(参数设置均按照厂家规

定进行(检测仪器为日立
&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时仪器状态良好(检测前用厂家提供的质控品做室

内质控且结果均在控(在
">

内完成所有标本检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

年
9

月第
$%

卷第
1

期
#

-6;NODIP?(

!

PD

=

"%!1

!

Q:G#$%

!

R:#1

!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2/

计划%1体外诊断技术产品开发重大项目2.人体维生素与抗氧化能力等检测系统及配套试剂的

研发课题/子课题!高原健康人群
YA

=

测定及参考范围研究$

"%!$))%""/%$

%'

#

"

#

通信作者(

T7CD4G

!

&2'1!/'"$

!ii

#A:C

'

##

本文引用格式"陈江华(贾礼华
#

四川高原地区
Y

型高血压不同危险分层与血
YA

=

的相关性分析)

N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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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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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UU"%#%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G[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
U

J

?DBCD6

秩相关分析(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各组血清
YA

=

水平比较
#

高血压
1

级血清
YA

=

水平)$

!&#$[$#/

%

$

C:G

"

O

*+高血压
2

级血清
YA

=

水

平)$

""#/[2#'

%

$

C:G

"

O

*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血清

YA

=

水平)$

!"#2["#/

%

$

C:G

"

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

%(且高血压
2

级血清
YA

=

水平明显高于高

血压
1

级血清
YA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各组血清
YA

=

水平比较$

G[A

%

组别
) YA

=

$

$

C:G

"

O

%

对照组
!'' !"#2["#/

高血压
1

级
/$" !&#$[$#/

+

高血压
2

级
$$! ""#/[2#'

+!

##

注!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9

&

!与高血压
1

级比较(

!

$

%#%9

B#B

#

高血压
1

级与
2

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血清

YA

=

水平比较
#

高血压
1

级与
2

级男性患者血清

YA

=

)$

!1#$[9#"

%

$

C:G

"

O

+$

"9#2[&#1

%

$

C:G

"

O

*水

平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血清
YA

=

水平)$

!9#![/#$

%

$

C:G

"

O

+$

"%#"[2#"

%

$

C:G

"

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

%(而高血压
1

级
2%

岁以上患者血清
YA

=

水平虽高于
2%

岁以下患者血清
YA

=

水平(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9

%(高血压
2

级
2%

岁以上患者血

清
YA

=

水平明显高于
2%

岁以下患者血清
YA

=

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血清
YA

=

水平

###

比较$

G[A

(

$

C:G

)

O

%

组别 男 女
$

2%

岁
&

2%

岁

高血压
1

级
!1#$[9#" !9#![/#$ !2#&[/#1 !&#2[$#'

高血压
2

级
"9#2[&#1 "%#"[2#" !1#9[9#$ "2#$[&#9

B#C

#

高血压危险分层与血清
YA

=

相关性分析
#

采用

U

J

?DBCD6

秩相关分析!高血压危险分层与血清
YA

=

水平呈正相关性$

D0%#$&"

&

!

$

%#%9

%'

C

#

讨
##

论

##

原发性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疾病(在中国第

三次全国死亡调查报告中提到(我国的首位死亡原因

为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预防重点为脑卒中(而

高血压是脑卒中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有学者研究发

现)

9

*

(在老年脑卒中患者中(治疗前后
YA

=

浓度变化

明显(可作为脑卒中诊断和疗效观察辅助指标'在

"%!2

年1

Y

型高血压诊断与治理专家共识2中)

2

*简称

1共识2(也将
Y

型高血压定义为伴
YA

=

升高$

YA

=&

!%

$

C:G

"

O

)

/

*

%的高血压(叶酸缺乏和
YA

=

"叶酸代谢

途径酶缺陷或基因突变是导致
YA

=

升高的主要原因'

1共识2还提出(血
YA

=

水平+血叶酸水平和亚甲基四

氢叶酸还原酶$

P+Y,8

%基因的
2&&++

基因型可以

帮助
Y

型高血压患者危险分层'因此(在对高血压患

者诊断的同时检测
YA

=

(检测出
Y

型高血压患者以便

临床做出针对性治疗'

YA

=

是一种含硫分子的氨基酸(是蛋氨酸和半胱

氨酸的代谢过程中的重要代谢产物(也是一种反应性

血管损伤的氨基酸)

&

*

'有研究称报道
YA

=

损伤血管

壁的机制为
YA

=

易于氧化(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过氧

化氢直接或间接损伤血管内皮(同时抑制一氧化氮

$

RZ

%的合成并促进其降解(从而导致血管舒张功能

受损)

'71

*

'还有研究表明(

YA

=

能促进血管平滑肌增

值)

!%

*

(当
RZ

合成受阻(

YA

=

的毒性进一步增强(高水

平的
YA

=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值(从而导致血管内壁

狭窄(最终导致高血压的发生)

!!7!"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Y

型高血压患者不同危险分层

与血
YA

=

水平呈正相关性(高血压
2

级组+

1

级组血

YA

=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
2

级高于
1

级&男

性高血压患者
YA

=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高血压患者(这

与苏秋丽等)

!/

*报道结论一致(但其报道中高血压
1

级+

2

级组血
YA

=

水平平均值均低于本文结果(这可

能与高原地区海拔和环境有关'甘孜州位于四川省

西部(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多数地区海拔大于
/%%%

米(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气候环境(当地居

民又以农牧民居多(牧民常常通过饮酒和食用牛羊肉

等高脂肪高能量食物来获得能量(同时高原居民饮食

结构单一(缺乏蔬菜+水果(导致叶酸摄入不足(进一

步使血
YA

=

水平升高(这与张朝霞等)

!$

*和高青玲

等)

!9

*调查结果一致'有学者调查发现(高原地区
Y

型高血压的发生率较高(男性+藏族+高海拔居住史是

主要的危险因素)

!2

*

'

综上所述(血
YA

=

水平与
Y

型高血压危险分层

呈正相关性(并与性别有密切关系(临床测定同型半

胱氨酸水平对预防及治疗
Y

型高血压疾病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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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为条件致病菌(已成为现在医院感

染的重要病原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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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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