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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的因素分析

陆晓星

（广西柳钢集团公司职工医院精神科，广西柳州５４５００２）

　　摘　要：目的　对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的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分析该院精神科２００８

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４６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后的效果，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疗效的因素。结

果　抗精神药物治疗后的症状评分情况均优于治疗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抽烟史、饮酒史、糖尿病史、病程、民族、类型、首次发病、

ｎＡｃｈＲ（ｒｓ１３５５９２０）及ＤＩＳＣｌ（ｒｓ８２１５９７）是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的主要因素。结论　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的因素

较多，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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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而且可造成患者自杀，影响其生命安全［１］。抗精神药物

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手段，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可影响药物

治疗效果，如生活习惯、遗传及病情等［２３］，但以往的研究均是

研究单个药物治疗效果或者单一因素的影响，缺少从整体上分

析影响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４］。考虑到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关

注治疗后的情况，而未采用治疗前后的变化情况评价效果，故

忽略治疗前基线资料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对治疗前后变化

情况评价治疗效果，并从整体上探讨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

因素，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本科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采用

抗精神病药治疗的１４６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１）诊

断符合精神分裂症标准（美国精神障碍诊断手册）；（２）本研究

均在患者及家属知情下完成。排除标准：（１）未完成相应治疗

方案者；（２）妊娠及哺乳患者；（３）自杀或者暴力行为明显患者。

依据精神分裂症治疗有效的标准［（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定量表

ＰＡＮＳＳ总分减分率大于或等于５０％
［４］）］将患者分为“≥５０

％”和“＜５０％”两组，两组在抽烟史、饮酒史、高血压史、糖尿

病史、病程、民族、类型、首次发病、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

ｎＡｃｈＲ（ｒｓ１３５５９２０）及 精 神 分 裂 症 断 裂 基 因 １ＤＩＳＣｌ（ｒｓ

８２１５９７）上有差异，具体的一般资料，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的患者均给予抗精神病类药物治疗，其

中３５例给予帕利哌酮治疗，日均剂量（１７．２±３．８）ｍｇ／ｄ；４９例

给予奥氮平治疗，日均剂量（４４６．５±３５．２）ｍｇ／ｄ；１８例给予利

培酮治疗，日均剂量（５．８±０．９）ｍｇ／ｄ；１８例给予喹硫平治疗，

日均剂量（４９２．２±５２．７）ｍｇ／ｄ；１５例给予喹硫平治疗，日均剂

量（５２７．８±３６．９）ｍｇ／ｄ；１１例给予氯氮平治疗，日均剂量

（４６２．９±７５．３）ｍｇ／ｄ。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项目 ≥５０％组 ＜５０％组 狋（χ
２） 犘

人数（狀） ９５ ５１ － －

年龄（岁） ３５．７±１１．２ ３８．３±１３．５ １．３２５ ＞０．０５

性别（男／女） ４６／４９ ２３／２８ ０．１５ ＞０．０５

体质量（狓±狊，ｋｇ） ６２．５±８．３ ６４．３±９．５ １．３３８ ＞０．０５

抽烟史［狀（％）］ １２（１２．６） ２６（５０．９） ２５．３５ ＜０．０１

饮酒史［狀（％）］ ２３（２４．２） ３７（７２．５） ３２．０３ ＜０．０１

高血压史［狀（％）］ ３２（３３．７） ４２（８２．４） ３１．４５ ＜０．０１

糖尿病史［狀（％）］ １６（１６．８） ２８（５４．９） ２２．８３ ＜０．０１

　病程（狓±狊，年） １．２±０．６ ２．９±１．３ １．９６５ ＜０．０５

民族［狀（％）］

　汉族 ８９（９３．７） ３７（７２．５） １２．５４ ＜０．０１

　少数民族 ６（６．３） １４（２７．５）

类型［狀（％）］

　偏执型 ５２（５４．７） ３９（７６．５） ６．６８ ＜０．０１

　未分化型 ４３（４５．３） １２（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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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项目 ≥５０％组 ＜５０％组 狋（χ
２） 犘

首次发病［狀（％）］

　是 ７２（７５．８） １７（３３．３） ２５．１３ ＜０．０１

　否 ２３（２４．２） ３４（６６．７）

用药情况［狀（％）］

　帕利哌酮 ２３（２４．２） １２（２３．５） ０．６１ ＞０．０５

　奥氮平 ３２（３３．７） １７（３３．３）

　利培酮 １２（１２．６） ６（１１．８）

　喹硫平 １１（１１．６） ７（１３．７）

　舒必利 ９（９．５） ６（１１．８）

　氯氮平 ８（８．４） ３（５．９）

ｎＡｃｈＲ（ｒｓ１３５５９２０）［狀（％）］

　ＡＡ ５７（６０．０） １２（２３．５） １７．７２ ＜０．０１

　ＡＧ ２６（２７．４） ２７（５３．０）

　ＧＣ １２（１２．６） １２（２３．５）

ＤＩＳＣｌ（ｒｓ８２１５９７）［狀（％）］

　ＡＡ ２３（２４．２） ２６（５１．０） ６．１１ ＜０．０５

　ＡＧ ５２（５４．７） １７（３３．３）

　ＧＧ ２０（２１．１） ８（１５．７）

１．３　评价标准　（１）分析治疗６个月后ＰＡＮＳＳ总分及各因

子情况，睡眠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及临床总体印象量表评分

（ＣＧＩＳ）情况
［５］；（２）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的因素；（３）调查的内容有：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

龄、民族、体质量），个人病史（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史、精神分

裂症病史），个人习惯（吸烟史、饮酒史），相关基因的多态性情

况（ｎＡｃｈＲ、１ＤＩＳＣｌ）
［６７］。

１．４　疾病及习惯诊断标准　（１）高血压病：平静状态下测量３

次后的平均收缩压大于或等于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大于

或等于９０ｍｍ Ｈｇ，或正在接受药物治疗，或有高血压病史；

（２）糖尿病：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７．０ｍｍｏｌ／Ｌ，口服葡萄糖耐

量试验（ＯＧＣＴ）２ｈ血浆血糖大于或等于１１．１ｍｍｏｌ／Ｌ，或正

服用降糖药物，或有糖尿病史；（３）吸烟：每日吸１支以上且超

过１年；（４）饮酒：每日折算纯酒精摄入超过１０ｇ且超过１年。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以狓±狊表示并进行配对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并进行χ
２

检验，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因

素，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抗精神类药物治疗情况　治疗后的ＰＡＮＳＳ总分及各因子、

ＣＧＩＳ评分均低于治疗前，ＶＡＳ两指标的评分均高于治疗前，除阳

性症状和ＣＧＩＳ外（犘＜０．０５），其余均为犘＜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抗精神药物治疗前后的症状评分情况（狓±狊，分）

评价指标 治疗前 治疗６个月后 变化 狋 犘

ＰＡＮＳＳ

阴性症状 ２５．９±８．２ １５．２±４．６ ９．８±２．３ ２．７５１ ＜０．０１

阳性症状 ２６．３±７．９ １４．５±３．９ １１．８±２．９ １．９８３ ＜０．０５

一般病理症状 ４５．７±１０．４ ２６．７±６．３ １８．５±５．４ ２．６６４ ＜０．０１

总分 ９８．７±１７．３ ６３．２±１１．５ ３５．５±８．６ ２．７１５ ＜０．０１

ＣＧＩＳ ５．３±０．６ ２．８±０．７ ２．２±１．２ ２．２３９ ＜０．０５

ＶＡＳ

睡眠质量 ５２．３±１９．４ ７９．２±２２．７ ３５．５±８．６ ２．８１４ ＜０．０１

日间困倦 ３４．７±１５．３ ２３．８±１１．６ １０．８±５．４ ２．６９２ ＜０．０１

２．２　影响抗精神药物治疗效果的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赋值

及含义，见表３。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因素有抽烟史、饮

酒史、糖尿病史、病程、民族、类型、首次发 病、ｎＡｃｈＲ（ｒｓ

１３５５９２０）及ＤＩＳＣｌ（ｒｓ８２１５９７），见表４。

表３　　多因素分析赋值表

变量 变量 赋值及含义

ＰＡＮＳＳ总分减分率 犢 大于或等于５０％＝１，小于５０％＝０

抽烟史 犡１ 有＝１，无＝０

饮酒史 犡２ 有＝１，无＝０

高血压史 犡３ 有＝１，无＝０

糖尿病史 犡４ 有＝１，无＝０

病程 犡５ 大于或等于２年＝１，小于２年＝０

民族 犡６ 汉族＝１，少数民族＝０

类型 犡７ 偏执型＝１，未分化型＝０

首次发病 犡８ 是＝１，否＝０

ｎＡｃｈＲ（ｒｓ１３５５９２０） 犡９ ＡＡ＝１，ＡＧ＋ＧＣ＝０

ＤＩＳＣｌ（ｒｓ８２１５９７） 犡１０ ＡＡ＝１，ＡＧ＋ＧＣ＝０

表４　　影响抗精神药物治疗效果的多变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变量 β Ｗａｌｄχ
２ 犘 犗犚

９５％犆犐（犗犚）

下限 上限

抽烟史 －０．７７３ ４．４５２ ０．０００ ３．４２１ ２．１８３ ４．９５７

饮酒史 －０．６２０ ２．６３８ ０．０１３ １．６８０ １．１３７ ２．５６３

糖尿病史 １．０７２ ７．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２．１７８ １．３２８ ３．１５２

病程 ０．８６４ ４．４２６ ０．０００ ３．２３１ ２．７１５ ４．５２４

民族 １．３６２ ２．３９１ ０．０１７ ２．２４５ １．３７２ ３．３０８

类型 ０．６１４ ８．４０７ ０．００２ ２．５５３ １．７４３ ３．５５２

首次发病 ０．７７３ １１．３５３ ０．０００ ３．３７１ ２．２０８ ５．５９４

ｎＡｃｈＲ（ｒｓ１３５５９２０） １．２３８ ４．２３７ ０．０００ ２．９１５ １．４２７ ４．６３６

ＤＩＳＣｌ（ｒｓ８２１５９７） ０．８６４ ７．１４９ ０．００６ １．７０７ １．２２６ ２．３７３

３　讨　　论

抗精神病药物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手段，多种因素可

影响其治疗效果［２］。鉴于精神分裂症的严重性及发病特点（慢

性倾向、持续），因此及时有效的制订治疗方案很有必要［１］。故

本研究从整体上探讨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效果的因素，为具

体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临床依据。

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后的ＰＡＮＳＳ总分及各

因子均低于治疗前，表明抗精神药物可改善精神分裂症状。同

时研究表明抗精神药物还可改善患者的睡眠情况［８］，本研究采

用ＶＡＳ从睡眠质量和日间困倦两方面得出治疗后睡眠情况改

善，充足睡眠对于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恢复也有重要的意义［８］。

本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采用ＰＡＮＳＳ总分减少率来评价效

果，避免单纯采用治疗后的ＰＡＮＳＳ总分的缺点和不足，同时

依据相关报道将患者分为“ＰＡＮＳＳ总分减分率大于或等于

５０％”和“ＰＡＮＳＳ总分减分率＜５０％”两组
［４，９］，将治疗效果细

化。采用多变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发现影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

因素有抽烟史、饮酒史、糖尿病史、病程、民族、类型、首次发病、

ｎＡｃｈＲ（ｒｓ１３５５９２０）及ＤＩＳＣｌ（ｒｓ８２１５９７），提示生活习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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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遗传均可影响药物治疗效果。

吸烟影响治疗效果的主要原因为吸烟患者中精神分裂症

状的发生率较高，同时研究发现吸烟行为可影响精神症状［１０］；

饮酒可加重患者的认知障碍，而酒精依赖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所

占比例也上升［１１］；此外，发病类型、首次发病、病程表明精神分

裂症本身的严重程度，也是影响治疗效果的重要方面，如“总分

减分率＜５０％”的部分患者的病程长于“≥５０％”，发病类型

中“偏执型”和首次发病“否”的人数多于“≥５０％”。因此提示

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时，应督促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根

据其病情采用一代或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如Ｌｅｕｃｈｔ等
［９］指出

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效果优于一代药物，但不同二代药物之间

的镇静作用不同，因此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用药。

精神分裂症状具有遗传异质性，先进的基因筛查技术和分

子生物学促进了与该精神疾病有关的特定遗传基因的发现，并

认为可通过基因筛查来诊断和预测预后［１２］，如民族、ｎＡｃｈＲ及

ＤＩＳＣｌ等，主要原因是不同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对药效的发挥及

耐受均不同［１３］，而ｎＡｃｈＲ和ＤＩＳＣｌ是影响精神分裂症的重要

基因［６７］。因此需加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因筛查。

综上所述，抗精神病药物可改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同时

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较多，应根据患者的基线资料制定相应的

方案。

参考文献：

［１］ＢａｌｈａｒａＹＰ，ＶｅｒｍａＲ．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ａｎｄｓｕｉｃｉｄｅ［Ｊ］．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２，２２（３）：１２６１３３．

［２］ ＶａｎｃａｍｐｆｏｒｔＤ，ＰｒｏｂｓｔＭ，ＳｃｈｅｅｗｅＴ，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ｔｎｅｓ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ｍｏｋｉｎｇ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Ｒｅｓ，２０１３，２０７（１／２）：２５３２．

［３］ ＤｕｂｅｒｔｒｅｔＣ，ＢａｒｄｅｌＣ，ＲａｍｏｚＮ，ｅｔａｌ．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ｃｈｉｚｏ

ｐｈｒｅｎｉａ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ＮＫＫ１

ａｎｄＤＲＤ２ｇｅｎｅｓ［Ｊ］．Ｐｒｏｇ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Ｂｉ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０，１６，３４（３）：４９２４９９．

［４］ 曹国兴，谢国建．帕利哌酮缓释片与国产奥氮平治疗精神

分裂症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

（１７）：１６９５１６９６，１７５８．

［５］ 张鸿燕，李华芳，王刚，等．帕利哌酮缓释片治疗急性精神

分裂症疗效及安全性的对照研究［Ｊ］．中华精神科杂志，

２００９，４２（３）：１５３１５７．

［６］ ＡｒａｕｄＴ，ＧｒａｗＳ，Ｂｅｒｇｅｒ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ｇｅｎｅ

ＣＨＲＦＡＭ７Ａ，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ＣＨＲＮＡ７

ｇｅｎｅ，ｉｓａ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ｏｆα７ｎＡＣｈ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１，８２（８）：９０４９１４．

［７］ 孙伟，闫俊，王力芳，等．精神分裂症断裂基因１（ＤＩＳＣ１）

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研究［Ｊ］．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２００９，２３（８）：５９０５９４．

［８］ 岳英，周卉，冷晓"

，等．奎硫平和阿立哌唑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Ｊ］．临床精神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

（１）：７１０．

［９］ ＬｅｕｃｈｔＳ，ＣｏｒｖｅｓＣ，ＡｒｂｔｅｒＤ，ｅｔ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ｆｏｒｓｃｈｉｚｏ

ｐｈｒｅｎｉａ：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９，３７３（９６５７）：３１

４１．

［１０］陈大春，张向阳，李艳丽，等．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吸烟与

精神症状特点及认知功能的关系［Ｊ］．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２００９，２３（１）：１４，９．

［１１］陈贻华，陈冰容，张文蔚，等．酒依赖伴发精神分裂症的临

床特征对照研究系［Ｊ］．四川精神卫生，２００９，２２（１）：３０

３２．

［１２］ＣｏｓｔａｉｎＧ，ＢａｓｓｅｔｔＡ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

ｎ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ｉｓｋ，ａｎ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ｅｒａ［Ｊ］．ＡｐｐｌＣｌｉｎ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２，５：１１８．

［１３］袁宏伟，袁国桢，赵幸福，等．基因多态性与抗精神病药物

疗效的关联性［Ｊ］．精神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２（２）：１５０１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上接第２４７２页）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ＩＳＲ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３４１６３８．

［４］ ＯｏｓｔｄａｍＮ，ｖａｎＰｏｐｐｅｌＭＮ，ＷｏｕｔｅｒｓＭ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ｒｃｈｍｔ），２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５５１１５６３．

［５］ 杨燕．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及血脂水平与新生儿体质

量关系［Ｊ］．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１，３２（５）：６６５６６７．

［６］Ｄａｂｅｌｅａ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ｎ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ｍｏｔｈｅｒｓ［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３０

（Ｓｕｐｐｌ２）：Ｓ１６９Ｓ１７４．

［７］ 陈家儒，林德洪．健康教育对高血压人群膳食及血脂的影

响［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１，３８（１８）：３７１６３７１８

［８］ＰａｒｄｉＧ，ＣｅｔｉｎＩ．Ｈｕｍａｎｆ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０６，１９４（４）：１０８８１０９９．

［９］ 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ＩＪ，ＷｅｎｎｅｒｇｒｅｎＭ，ｅｔａｌ．Ｔｒｉ

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ｌｉｐａｓｅ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ａｔ

ｔｙ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４，８９（９）：４６０７

４６１４．

［１０］Ｍｏｎｉｋ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ＩｎｇｒｉｄＬ，ｅ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２，９７（２）：４３７４４５．

［１１］程淑清，黄亚绢，范琦慧．重度子痫前期产妇血清和胎盘

组织中脂蛋白脂酶的表达及意义［Ｊ］．实用妇产科杂志，

２０１１，２７（２）：１３１１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５７４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４２卷第２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