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马同敏$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免疫与肿瘤检验方面的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马同敏$赵志强
#

血清
"1

(

ZU

)

W

#

2SU

水平与脑卒中患者抑郁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

K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1("/!1($#

论著!临床研究

血清
"1

%

ZU

&

W

(

2SU

水平与脑卒中患者抑郁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

马同敏!

!赵志强"

"

!#

山东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检验科!山东枣庄
"..%%%

#

"#

山东煤炭卫生学校!山东枣庄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血清
"1

羟基维生素
W

)

"1

"

ZU

$

W

*%促甲状腺激素"

2SU

$水平与脑卒中患者抑郁情况

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方法
"

选择
"%!1

年
!"

月至
"%!.

年
!"

月脑卒中患者共
"%)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发生卒

中后抑郁"

3SW

$患者
1'

例为研究组!脑卒中后未发生
3SW

患者
!$'

例为对照组!同时选择脑部非卒中的其他

疾病患者
)%

例作为其他脑部疾病组&收集或检测并比较每位患者一般资料%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U4MW

$评分

及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水平&

U4MW

评分与血清
2SU

和
"1

"

ZU

$

W

的相关性使用
S

>

6=?:=-

相关性分析!

采用
LA

9

+,7+<

多元回归分析血清
2SU

和
"1

"

ZU

$

W

与
3SW

发生的关系&结果
"

研究组的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对

照组和其他脑部疾病组!研究组的受教育年限%首次发病比例%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和

其他脑部疾病组"

G

$

%#%1

$&受教育年限%血清中
2SU

%

"1

"

ZU

$

W

与
U4MW

评分呈负相关"

G

$

%#%1

$!男性%

非首次卒中发病与
U4MW

评分呈正相关关系"

G

$

%#%1

$&多因素
LA

9

+,7+<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非首次卒中发

病%受教育年限%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是
3SW

发生的影响因素"

G

$

%#%1

$&血清
2SU

和
"1

"

ZU

$

W

对
3SW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1

"

(1[>(

'

%#'$"

!

%#(('

$和
%#(!.

"

(1[>(

'

%#'&!

!

!#%%%

$&结论

"

3SW

患者血清中
2SU

和
"1

"

ZU

$

W

水平显著下调!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是
3SW

发生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脑卒中#

"

卒中后抑郁#

"

促甲状腺激素#

"

"1

羟基维生素
W

!"#

!

!%#&()(

"

*

#+,,-#!).&/$!&%#"%!(#!&#%!$

中图法分类号"

0$$)#!

!

0.$&#&

文章编号"

!).&/$!&%

"

"%!(

$

!&/!1("/%$

文献标识码"

4

E+77.&)*'+,3.*9..,6.7B0"1

"

"L

$

!

!

QFL&./.&6),--.

%

7.66'+,',6*7+T.

%

)*'.,*6),-'*67'6T1)(*+76

C,I<&

4

;$&

!

!

5!,J5E$

F

$#&

4

"

"

!67+

8

#9:;+&:<

=

>3$&$?#3'#@<9#:<9

%

!

NE#&B<&

4

5#<RE0#&

4

C$&$&

4

.9<0

8

>+&:9#3

!<A

8

$:#3

!

5#<RE0#&

4

!

NE#&B<&

4

"..%%%

!

>E$&#

#

"6NE#&B<&

4

><#3

!+#3:EN?E<<3

!

5#<RE0#&

4

!

NE#&B<&

4

"..%%%

!

>E$&#

$

$36*7)(*

'

"3

C

.(*'/.

"

2A+-@6,7+

9

=76756<A??68=7+A-C67B66-,6?D:"1

"

ZU

$

W

!

2SU86@68,=-;;6

>

?6,,+A-

+-,7?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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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发生脑卒中后$即使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也往往会出现肢体功能障碍或神经功能缺损$随着我

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们生活压力的提高$

3SW

的

发病率也逐年升高&

!

'

%解剖学研究认为$大脑优势半

球额叶损伤患者抑郁症状发病率更高$而且损伤严重

者抑郁情况也更加严重$右侧大脑损伤患者多表现为

运动迟缓#冷漠#无欲&

'

'

%另一方面$由于卒中患者术

后出现的肢体功能障碍或语言障碍$会使患者出现情

绪不稳诱发负面情绪而导致抑郁$

3SW

被认为是生物

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

(

'

%

目前$关于
3SW

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有研

究发现神经系统功能的损害可能会到引起内分泌水

平及代谢水平的变化$这为
3SW

的早期诊断治疗提供

了思路%本文研究组的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其他脑部疾病组$研究组的受教育年限#首次发病比

例#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和

其他脑部疾病组%此外$受教育年限#血清中
2SU

#

"1

(

ZU

)

W

与
U4MW

评分呈负相关关系$男性#非首

次卒中发病与
U4MW

评分呈正相关关系%以上因素

可分为社会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两大类%过往研究

也表明$男性#受教育程度低的脑卒中患者更易出现

3SW

$而非首次脑卒中发病患者可能同时影响心理和

生理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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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
3SW

患者血清
2SU

#

"1

(

ZU

)

W

显著升高$并且高于其他脑部疾病的患者$可能作

为判断
3SW

的血清指标$并进行接下来的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
3SW

的危险因素$笔者使用
LA

9

+,/

7+<

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血清
2SU

#

"1

(

ZU

)

W

与
3SW

发生的关系$结果显示$男性#非首次卒中发病#受教

育年限#血清
2SU

#

"1

(

ZU

)

W

是
3SW

发生的影响因

素%并且血清
2SU

#

"1

(

ZU

)

W

对
3SW

的
0ZP

曲线

下面积分别为
%#''1

和
%#(!.

%研究认为氧化应激反

应和炎性反应是导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而维生素
W

水平的缺乏与机体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水平的升高

有关$过往研究发现
3SW

患者
"1

(

ZU

)

W

水平显著下

调&

!"/!&

'

%同时过往已有研究发现甲状腺功能亢进与

3SW

发生有关$但
2SU

与
3SW

的关系目前不完全明

确$有研究认为脑梗死后导致的脑损伤以及炎性#应

激反应可直接影响下丘脑或垂体功能$影响丘脑
/

垂

体
/

甲状腺轴$从而影响
2SU

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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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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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代谢减退对于脑组织具有一定的保护

功能$机体可能通过调节
2SU

水平调节代谢保护脑

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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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W

患者血清中
2SU

和
"1

(

ZU

)

W

水平显著下

调$并且
LA

9

+,7+<

回归分析也显示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是
3SW

发生的危险因素$提示对脑卒中患者

血清
2SU

和
"1

(

ZU

)

W

检测可用于
3SW

的早期防

治$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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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目前
4JWS

抗病毒治疗病毒学失败人

群耐药基因突变率较高$接受治疗者对逆转录酶抑制

剂的耐药率较高$虽然基因型耐药突变并不能表明所

耐受的药物已经失去作用$但是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和耐药突变的积累$抗病毒药物最终将失去作用%随

着
U4402

治疗的深入开展$应做好
U4402

过程

中患者服药的管理工作$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并及

时进行耐药监测$为抗病毒药物合理选择提供建议$

减缓耐药病例的发生$最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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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Ò L

$

67=8#PA:C+-6;D,6AE

,

>

=7+=8?6,7?=+-7,7?6,,=-;:+;;86<6?6C?=8=?76?

F

A<<8D/

,+A-+,=-A@68:A;68AE

>

A,7/,7?Â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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