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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磷脂酸"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与不同类型脑梗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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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通过测定不同类型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中的溶血磷脂酸"

0('

%$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0-0

%水平!探索两

者与不同临床类型脑梗死的关系&方法
!

选择发病
%E

以内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F&%

例!分为初发性与复发性脑梗死组!进展性与

非进展性脑梗死组!轻$中$重型脑梗死组&选择同期住院的非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D$

例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采用改良的

无机磷定量方法测定
0('

!

V0X+'

法测定
?":0-0

&结果
!

0('

$

?":0-0

水平脑梗死组高于对照组!复发组高于初发组!进展组

高于非进展组!重型组高于轻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G$D

%&结论
!

急性脑梗死患者
0('

$

?":0-0

水平增高!与脑梗死

的发生$进展及严重程度相关&

关键词)脑梗死'溶血磷脂素类'脂蛋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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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0-0

%'溶血

磷脂酸$

0('

%在动脉粥样硬化$

'+

%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观察不同类型急性脑梗死患者
0('

'

?":0-0

水平#探索二者与不同临床类型脑梗死的关系#为脑梗

死的发生'发展'严重程度的预警及危险性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GA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神经内科住院发病
%E

以内的急性

脑梗死患者
F&%

例#男
H9

例#女
DD

例(诊断标准符合
FBBD

年

中华医学会第
#

届脑血管疾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并经颅脑

!C

或颅脑
,YX

检查证实(排除标准!$

F

%有意识障碍或存在

严重并发症而不能完成检查者&$

&

%有房颤'风湿性心脏病或脉

管炎等可能导致脑栓塞者&$

%

%近
F

个月内有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病史者&$

#

%有严重心'肝'肾疾病及严重营养不良或合并

有免疫性疾病者&$

D

%肿瘤患者&$

H

%感染发热'月经期妇女'免

疫接种者等(根据发病情况分为初发组和复发组&根据进展情

况分为进展组和非进展组&根据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分

为轻'中'重型组(选择同期住院的非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D$

例为对照组#男
&H

例#女
&#

例(脑梗死患者和对照组在年龄'

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吸烟'饮酒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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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B

!

0('

检测
!

0('

测定套装试剂盒购自北京泰福仕科技

开发公司#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所有患者均于入院后

次日清晨取静脉全血
%GD

(

#10

#置于加入有特殊抗凝剂的试

管中#充分抗凝后以
%D$$3

"

148

离心
F$

(

FD148

#取血浆

F10

#经反复浓缩'分离'萃取后于
&#$\

回流
B$148

#取出后

略冷却#加入
&GHD10

显色液#

B$\

加热
D148

后#室温冷却

%D148

#

H%H81

波长测定光吸收度#根据公式计算出
0('

值(

AGC

!

?":0-0

检测
!

?":0-0

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亚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取静脉血
#10

注入含样品保护剂的试管中#轻

轻混匀#静置在冰盒中#待其自然沉降'凝固后低温高速离心

$

%D$$3

"

148

离心
F$148

%#取上层血清#置于
[&$\

冰箱中保

存#每批样本集齐后采用
V0X+'

法检测(实验原理!将特异性

单克隆抗体包被固相载体#与待测样品中
?":0-0

结合#再加

入酶标记特异性抗体#然后加入底物显色(用酶标仪在

#D$81

波长处测定#标准血清浓度与
.-

值进行回归后计算样

品浓度(

AG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F%G$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

料以
HZ;

表示#两组间比较进行独立样本
8

检验#多组间比较进

行单向方差分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
(6=3<?8

法分析
0('

与

?":0-0

的相关性(以
I

$

$G$D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GA

!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
0('

'

?":0-0

水平比较
!

脑梗死组

0('

'

?":0-0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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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F

(

D&F

重庆医学
&$FF

年
F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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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临床类型组
0('

'

?":0-0

水平比较
!

复发组
0('

'

?":0-0

水平高于初发组#进展组
0('

'

?":0-0

水平高于非进

展组#中'重型组
0('

水平高于轻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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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

%#见表
&

(

BGC

!

相关性分析
!

对
0('

'

?":0-0

进行
@

6=3<?8

相关性分

析#二者呈显著正相关$

7]$G#BH

#

I

$

$G$F

%(

表
F

!!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
0('

"

?":0-0

水平比较&

HZ;

'

组别
# 0('

$

"

1?O

"

0

%

?":0-0

$

11?O

"

0

%

脑梗死组
F&% DGD$Z&GJ& #9G%%ZF9G9H

对照组
D$ &GDBZFGFD &9GJ$ZFFG&D

表
&

!!

不同临床类型组
0('

"

?":0-0

水平比较&

HZ;

'

检测指标 初发组$

#]J&

%复发组$

#]DF

% 进展组$

#]%B

% 非进展组$

#]9#

%轻型组$

#]#H

%中型组$

#]#&

%重型组$

#]%D

%

0('

$

"

1?O

"

0

%

DG$9Z&G%F HG$BZ%GF#

"

HGJBZ%GFB

"#

#GB$Z&G&D #GFHZFG#F HGFHZ&GJ%

%

HG#9Z%G%F

%

?":0-0

$

11?O

"

0

%

##GB&ZFHG9BD%GF#Z&$GDH

"

DJG%#Z&#G$H

"#

##GF#ZF#G&F #&GFFZF&G9F#9GJBZFBG$#

%

DDGB#Z&&GD9

%

!!

"

!

I

$

$G$D

#与初发组比较&

#

!

I

$

$G$D

#与非进展组比较&

%

!

I

$

$G$D

#与轻型组比较(

C

!

讨
!!

论

0('

是脂质代谢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是与激活血小板有

关的因子(

0('

促进
'+

已知的途径主要为!$

F

%诱导内皮细

胞功能障碍#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并促进内皮细胞和

单核细胞的黏附#促使泡沫细胞形成)

F

*

&$

&

%促血管平滑肌细胞

增生'分化和迁移)

&

*

#促进成纤维细胞增生和炎性细胞的存

活)

%

*

#导致新内膜形成和动脉纤维化&$

%

%与
0-0:!

结合#是

0-0:!

促进
'+

的介导分子)

#

*

&$

#

%诱导血管收缩)

D

*

#增加红细

胞黏附性)

H

*和促进血小板聚集与活化)

J

*

(

?":0-0

可通过致血

管内皮损伤#促进泡沫细胞形成及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抑

制内皮细胞合成和释放
/.

等多种因素促使血栓的形成)

9:F$

*

(

适度氧化或微弱氧化的
0-0

可能产生
0('

'

?":0-0

#也可产

生具有生物活性的
0('

)

FF:F&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0('

与
?":

0-0

'

0-0

之间为正相关)

F%

*

(本研究对
0('

'

?":0-0

进行

@

6=3<?8

相关性分析#提示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因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使
?":0-0

水平升高)

F#

*

#卵巢癌'

前列腺癌等肿瘤患者
0('

的水平也可升高)

FD

*

#本研究严格按

照入选'排除标准选取研究对象避免其他疾病及药物对研究因

素的干扰#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结果显示#脑梗死组
0('

'

?":

0-0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增高(不同临床类型组
0('

'

?":0-0

比较!复发组较初发组增高#进展组较非进展组增高#重型组较

轻型组增高#差异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为
0('

'

?":0-0

致

'+

斑块的形成和血管狭窄以及血管内的炎性'免疫反应#促使

血管内皮细胞崩解和溃疡的形成#血小板'纤维蛋白继发沉积

附着导致血栓形成#复发组
0('

'

?":0-0

增高的原因可能与

'+

程度较重'血管内膜破损处较多有关(在此次发生脑血栓

形成时#升高的
0('

导致更多血小板被激活#活化的血小板更

易在既往血管阻塞或管壁内膜破损部位聚集#使
0('

'

?":0-0

水平增高(进展组
0('

'

?":0-0

增高明显说明此次最初脑血

栓形成后仍有大量的血小板不断地被激活#从而有更多的微白

色血栓形成#使原发动脉阻塞部位血栓蔓延#最终形成更大的

血栓#阻塞更大范围的血供#从而导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加重(

中'重型脑梗死多发生于大'中血管的病变#其
'+

程度相对较

重(轻型脑梗死多为腔隙性梗死#主要是高血压所致的穿通小

动脉闭塞#是以小血管的透明样变性及纤维蛋白坏死为主要病

理变化#其病因与血小板的活化的关系相对较小#故血浆

0('

'

?":0-0

含量相对较低(

以上结果提示#急性脑梗死患者
0('

'

?":0-0

水平增高#

且在其分型中以复发性'进展性和重型
%

种类型脑梗死增高更

明显#对病情的进展及严重程度有较好的评估及预测价值#可

以为临床应用抗血小板聚集'抗氧化药物的使用时间'停药时

机及疗效判断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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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免疫网络#又是两种重要的瘙痒介质)

D

*

(已发现
/*c

和
+(

与多种疾病有关#如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荨麻疹'扁平

苔藓'白塞病'斑秃等)

H:FF

*

(

A?34>5M4

等)

F&

*以患特应性皮炎

$

'-

%的
/!

鼠为研究对象#皮损处的表皮神经纤维较对照组

更为丰富#提示
/*c

与
'-

密切相关(

+(

是发现最早'分布

最广泛的一种神经肽#目前发现除中枢神经系统外#嗜酸性粒

细胞'单核细胞和肥大细胞也能释放
+(

)

F%

*

(

+(

能通过诱导前

炎症因子而直接或间接的增强皮肤炎性反应#这些细胞因子包

括
X0:F

'

X0:H

'

C/c:

'

和
Xc/:

$

#它们又能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周

围组织中诱导
/*c

的合成(本实验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到皮损中
/*c

和
+(

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皮肤$

I

$

$G$D

%#提

示
/*c

和
+(

可能通过启动神经免疫网络参与外阴白色病变

的发病(

超声波是一种机械波#超声治疗就是将超声波束经体外发

射透入组织内#到达预先选定的深度#沉积形成一个生物学焦

域#对焦域内的组织产生治疗作用#而不影响超声波所经过的

组织和邻近组织)

F#:FD

*

(聚焦超声以其特有的物理特性和对正

常组织无创的特点#开辟了无创治疗的新领域)

FH

*

(本研究结

果显示
/*c

和
+(

表达超声辐照后较辐照前明显减弱#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I

$

$G$D

%(推测其作用机制可能是超声辐照

后通过其物理和生化效应改变了局部组织微循环#改善微血管

和神经末梢的营养状况和功能#促进神经末梢分泌的神经肽物

质恢复正常#减少局部炎症介质的释放#而减轻局部炎性反应#

使症状'体征得到改善(本实验结果表明#影响
/*c

和
+(

的

分泌和表达可能是聚焦超声治疗外阴白色病变的机制之一(

超声波治疗外阴白色病变高效而且安全#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但其治疗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本实验发现超声治疗是有

影响
/*c

和
+(

分泌'表达的作用#并对其治疗机制进行了初

步的研究#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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