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急性脑梗死预后影响因素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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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脑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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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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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压积"

(G?

$&血小板电泳时间对急性脑梗死预后的影响%方法

!

K4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按照临床结局恢复情况分为治愈组&缓解组及死亡组!比较分析各组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中的
[-

O

&

(G?

&

血小板电泳时间和
#_[

%结果
!

脑梗死各组患者急性期
#_[

下降!

[-

O

升高及血小板电泳时间延长#缓解组和死亡组
[-

O

和
(G?

升高更显著!恢复期痊愈组与缓解组
(G?

&

[-

O

两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痊愈组和健康对照组相比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
!

[-

O

和
(G?

升高&

#_[

降低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可能是引起脑梗死病理性损伤的重要因素!并可作为评价脑梗死预后

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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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各型脑卒中的发病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其中急性脑梗

死起病急'发展快#如不及时抢救#患者往往在发病数小时或数

天内发生神经功能恶化#致残率与病死率均较高#因此熟悉急

性脑梗死及其预后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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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

胞压积$

H6:*?.G>-?

#

(G?

&和纤维蛋白原$

P-,>-+.

O

6+

#

[-

O

&与急

性脑梗死起病和预后的相关性#逐渐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然

而#关于各项血液学指标与急性脑梗死起病与预后之间的相关

性的文献报道尚不丰富)

&

*

(本组研究围绕
[-

O

'

(G?

'脑血流量

$

G6>6,>*E,E..!PE.R

#

#_[

&及血小板电泳时间与急性脑梗死起

病与预后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有用资料#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本次研究共选择
K4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病历

资料#均于
&44C

年
2

月至
&4'4

年
2

月在本院就诊并符合第五

届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提出的脑梗死诊断标准#经
#5

'

/VX

检查确诊#均为颈内动脉系统及椎
"

基底动脉系统的首次发作#

均在发病
&!

内入院#住院均满
'

个月(患者包括男
22

例#女

02

例%年龄
0C

'

B&

岁#平均$

221&2I'D1&

&岁(所有患者年

龄'病程'

#5

'

/VX

检查结果'脑梗死部位面积'主要临床表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
23

例既往患高血压#治疗方法基本相

同(按照临床结局将患者病历资料分为
0

组#即治愈组!

D4

例#男
03

例#女
&D

例#平均$

2&1&CI'&1D

&岁#出院时基本无遗

留神经功能障碍(缓解组!

&4

例#男
'0

例#女
B

例#平均

$

2D1DI'31C

&岁#出院时遗留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死亡

组!

'4

例#男
C

例#女
&

例#平均$

2C13CI'D1'&

&岁(健康对照

组为
32

例同期体检人员#其中男
&C

例#女
'B

例%平均

$

2&1DCI'31K4

&岁%无心'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无高血压'糖

尿病等严重系统性疾病(

@1A

!

方法
!

患者住院于入院次日'健康对照组于当日早
C

时

抽取空腹静脉血
2:F

#加入肝素抗凝%离心法测定
(G?

%热沉

淀法测定
[-

O

%以
#>.??*

公式)

0

*

$

#_[`'4

0

]34^[-

O

"(G?

&计

算
#_[

%以细胞电泳仪测定血小板电泳时间(于发病第
&C

日

早
C

时依照上述取静脉血并重复测定#取得恢复期指标(

@1B

!

统计学处理
!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使用
LWLL'D14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CIF

表示#采用
;

检验进行统

计学处理#

!

$

4142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各指标比较见表
'

(急性期脑梗死

患者
(G?

均显著增高#痊愈组有明显好转(各组
[-

O

均不同程

度异常#缓解组与死亡组最为显著(治疗前后#

[-

O

'

(G?

'

#_[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血小板电泳时间仍相对较长(

K&3&

重庆医学
&4''

年
C

月第
34

卷第
&3

期



表
'

!!

K4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与
32

例健康对照组各指标值比较表

项目
健康对照组

$

$ 3̀2

&

治愈组$

$ D̀4

&

入院第
&

日 发病第
&C

日

缓解组$

$ &̀4

&

入院第
&

日 发病第
&C

日

死亡组$

$ '̀4

&

入院第
&

日

[-

O

$

O

"

!F

&

4100I4143 4134I414D 410DI4143 413'I4142 410BI414& 412&I414K

(G?

$

J

&

301K4I3144 32134I31'4 301&4I31D4 3D10CI2134 321&KI21&& 3K1''I21KD

#_[ 3D14&I31C& 3414DI31D2 321K&I210& 0B1'CID12B 3&14&I213& 0414'I21C0

血小板电泳时间
'K144I'13C &&1KCI&1&4 &'14'I'1D2 &01CBI&1K2 &'1C&I&1'3 &210'I01'C

!!

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对比#

!

$

414'

%同组治疗前后比较#

!

$

414'

B

!

讨
!!

论

急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很多#包括生理学特征'解剖学特

征'遗传学特征#甚至社会心理学因素(各因素之间的主次关

系'相对性和独立性关系等尚未完全解释清楚#因而成为医学

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3

*

(有部分学者认为#

[-

O

'

(G?

水平与
#_[

及组织血流灌注具有显著相关性#对血黏度亦有很大影响#因

而
(G?

一旦超过正常值上限#就可能成为急性脑梗死的危险

因素(

(G?

与
#_[

一般呈反比关系#

(G?

或者红细胞计数升高

时#

#_[

则相应降低#

(G?

升高的患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高#

因此出现脑梗死的风险也更高#梗塞面积也较其他患者更

大)

2

*

(本组研究也证明
(G?

升高与脑梗死的发生'发展关系

密切#

(G?

的持续观测对脑梗死的防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G?

的水平本身是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较高的
(G?

提示健康状况较好(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男性随年龄增加#

(G?

有所降低#因此男性中
(G?

值偏高的高龄群体#应引起高

度重视)

D

*

(过高的
(G?

使外周阻力升高#脑血流灌注随之降

低#造成脑动脉粥样硬化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侧支循环的形

成(而且#较高的
(G?

使红细胞聚集性增加#大量释放
NAW

令血小板活动性提高#也是脑梗死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次

研究中注意到#

(G?

在健康人水平附近的患者#脑梗死后病死

率较低#

(G?

显著升高者病死率最高)

B

*

(另外#部分急性脑梗

死患者
(G?

并不出现异常#也并非高黏度状态#但血小板电泳

时间显著延长)

C

*

#这可能提示血小板能够产生与红细胞聚集相

同的临床意义#增加患脑梗死的风险性)

K"'4

*

(

[-

O

于感染'应激等条件下会升高#它不仅能直接提高血

浆黏度#还具有黏附作用和桥联作用#可促进血小板和红细胞

的聚集过程)

''

*

(同时#

[-

O

不仅能通过黏附'桥联间接促进血

小板和红细胞聚集#结合
[-

O

的红细胞及血小板还会发生细胞

膜电位变化#使其更容易发生相互聚集(因此#高
[-

O

是心脑

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也是评价脑梗死患者预后的重要临床指

标)

'&"'0

*

(

总之#

(G?

和
[-

O

过高#可造成
#_[

降低#更容易发生急性

脑梗死(本组研究发现#随着患者的病情缓解#

#_[

增加#

(G?

和
[-

O

也随之降低#血小板电泳时间的恢复相对迟于临床症状

的缓解)

'3"'2

*

(

(G?

'

[-

O

及血小板电泳时间是急性脑梗死预后

观察的重要临床指标#应引起高度重视#其中特别是
(G?

的测

定方法简单易行#适合尚未普及血流变检测的基层卫生单位应

用#对于急性脑梗死的诊断及防治均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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