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得

计量数据均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狓±狊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

和四分卫间距表示，采用非参数独立样本狋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χ
２ 检验。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方法对两组患者服用阿司匹

林的时间与消化道出血情况作生存分析，生存率比较采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来评价。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基本资料相比，患者除年

龄外，性别、基础疾病、颈部斑块情况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低肾素组入院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均较高肾素

组的收缩压（犘＝０．００５）及舒张压（犘＝０．００２）高，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各指标基本情况［狀（％）］

项目
低肾素组

（狀＝２１）

高肾素组

（狀＝２９）
χ
２／狋 犘

性别［狀（％）］

　男 ７（３３．３） １３（４４．８） － －

　女 １４（６６．７） １６（５５．２） ０．６７０ ０．４１３

年龄（狓±狊，岁） ６９．２±１１．４ ６６．９±１０．３ －３．１９２０．４６１

高血压［狀（％）］ １５（７１．４） １６（５５．２） １．３６６ ０．２４２

糖尿病［狀（％）］ ７（３３．３） ６（２０．７） １．０１２ ０．３１４

冠心病［狀（％）］ ５（２３．８） ４（１３．８） ０．８２８ ０．３６３

高脂血症［狀（％）］ １４（６６．７） １６（５５．２） ０．６７０ ０．４１３

烟酒史［狀（％）］ ５（２３．８） １０（３４．５） ０．６６１ ０．４１６

消化道出血［狀（％）］ ３（１４．３） ２（６．９） ０．７３９ ０．６３８

颈部斑块［狀（％）］ １５（７１．４） １６（５５．２） １．３６６ ０．２４２

阿司匹林服用时间（月） ７（６，１２）ａ ６（５，１２）ａ ０．６８９ ０．２８５

入院收缩压（狓±狊，ｍｍＨｇ） １６２．７±２２．９ １４２．８±２３．６ ２．９５９ ０．００５

入院舒张压（狓±狊，ｍｍＨｇ） ９５．５±１３．８ ８３．８±１０．７ ３．３４３ ０．００２

　　ａ：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表示；－：无此项数据。

２．２　随访情况　对５０例患者进行电话及门诊随访，其中无死

亡者及失访者。共有５例出现消化道出血，总的出血率为

１０％。其中低肾素组发生消化道出血者有３例（１４．３％），分别

于随访的第２个月期间、第３个月期间、第５个月期间发生；均

有腹痛、黑便症状表现，且大便隐血为阳性，胃镜检查分别提示

胃窦多发溃疡、胃窦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高肾素组出现

消化道出血者有２例（６．９％），分别于随访第１个月期间、第５

个月期间发生；１例表现为恶心、腹痛、黑便，胃镜检查提示十

二指肠溃疡并出血；另１例表现为黑便且大便隐血阳性，胃镜

提示胃窦多发溃疡。两组消化道出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３９），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消化道出血的累积率　对两组患者服用阿司匹

林的时间与消化道出血情况作生存分析。分别计算低、高肾素

两组的累积出血率，１个月是０（０／２１）和３．４％（１／２９），６个月

是９．５％（２／２１）和６．９％（２／２９）、１２个月是１４．３％（３／２１）和

６．９％（２／２９），见图１。

表２　　低肾素组与高肾素组消化道出血的发生情况（狀）

项目 低肾素组（狀＝２１） 高肾素组（狀＝２９）

发生消化道出血 ３ ２

未发生消化道出血 １８ ２７

图１　　低肾素组与高肾素组患者的生存分析曲线

３　讨　　论

经典的ＲＡＳ组成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原（ＡＧＴ）、血管

紧张素Ⅰ（ＡｎｇⅠ）、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和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ＡＣＥ）等。肾素可导致醛固酮释放、水钠潴留、血管收缩、易

化交感神经、胰岛素分泌［７８］、心肌肥大、促进组织炎症［９］和纤

维化等效应。ＲＡＳ起到调节机体的血压及血流变化，以及维

持机体血容量和水电解质平衡的作用。而胃肠道作为水电解

质吸收的门户，同样有ＲＡＳ成分的表达
［１０］。当胃黏膜因阿司

匹林作用而局部血流量减少时，血浆肾素分泌增加，通过肾素

系统的作用产生ＡｎｇⅡ作用于局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１（Ａｎ

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Ｔｙｐｅ１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Ｔ１Ｒ），导致胃肠道血管收缩，加重

原有局部缺血缺氧，从而出现黏膜损伤，形成溃疡甚至出血。

因此ＲＡＳ对胃肠道血流量的维持对于保护消化道黏膜避免内

源性和外源性的损伤很重要。

１项纳入４２５例每天服用１００ｍｇ阿司匹林患者的研究表

明血管紧张素原基因ＡＧＴ２０ＣＣ是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

出血的危险因素［５］，提出肾素系统可能在低剂量阿司匹林诱发

上消化道黏膜损伤甚至出血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指出

ＡＲＢ、ＡＣＥＩ可通过抑制血管收缩来维持胃的血流量，并提出

联合使用ＡＲＢ或ＡＣＥＩ类药物可预防阿司匹林所致消化道出

血。进一步提示ＲＡＳ可能参与了阿司匹林引起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的消化道出血。

本研究按患者血浆肾素水平分为低肾素组和高肾素组，两

组相比消化道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

低肾素组患者的平均年龄较大，这与上个世纪Ｄｕｇｇａｎ等
［１１］研

究表明肾素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是相符合的。两组患者入

院血压相比，低肾素组入院血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进一步证实我国高血压患者以低肾素型为主。文中低

肾素组和高肾素组出现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以黑便为主要表现，

大便隐血筛查均为阳性，进一步完善胃镜检查提示其出血的原

因为消化性溃疡。受损部位见于胃窦部、十二直肠球部。这与

文献报道非甾体类消炎药诱发的消化性溃疡出血以胃窦部多

见相一致［１２１３］。但Ｉｗａｍｏｔｏ等
［１４］曾报道低剂量阿司匹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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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出血的比率以胃体部和胃底部较高。存在这种差异的原

因尚不明确，需提高样本量继续探讨。本文中随着服用阿司匹

林的时间延长，患者发生消化道出血的累积率会有所增加，但

据图１结果分析，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表明本研究中患者血浆肾素水平的高低与其服用阿司

匹林后所致消化道出血无关。由于为单中心研究，结果易受多

种偏倚因素影响，故还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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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ｓｐｉｒｉｎ［Ｊ］．ＤｉｇＤｉｓＳｃｉ，２０１０，５５（８）：２２７０２２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０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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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张秀．苦参素和甘利欣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指

标的影响［Ｊ］．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８）：７９７

７９８．

［７］ 顾春瑜，石新慧，王海滨．肝硬化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

联合ＡＦＵ和ＡＦＰ检测的临床价值［Ｊ］．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５）：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８］ 蒲永莉，王丹，李勇华，等．肝炎后肝硬化代偿期不同证型

肝纤维化指标的研究［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２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９］ 曹碧江，温帆渊，叶彩丽．慢性肝炎患者乙型肝炎病毒复

制与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关系［Ｊ］．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０８，

５（７）：３９８３９９．

［１０］ＭａｃｗｅｌｌＰＲ，Ｆｌｉｓｉａｋ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ｍｉｖｕｄｉ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２００５，１０（６）：４７５４８４．

［１１］史连盟，郝玉梅．２１０例肝病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检测

结果分析［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１３１１４．

［１２］苏义．ＨＡ浓度变化与ＰＣⅢ、ⅣＣ、ＬＮ浓度变化的相关

性研究［Ｊ］．中国中医药咨询，２０１０，２（１３）：１２０．

［１３］姚树坤，殷飞．肝纤维化的早期诊断［Ｊ］．世界华人消化杂

志，２０００，８（６）：６８１６８２．

［１４］ＴａｍａｋｉＮ，ＫｕｒｏｓａｋｉＭ，ＴａｎａｋａＫ，ｅｔａｌ．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Ｂ４

ｉｎｄｅｘ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Ｊ］．ＪＶｉｒａｌＨｅｐａｔ，２０１３，２０

（１）：７２７６．

［１５］高锦孝，高慧，刘燕，等．肝硬化患者血清 ＨＡ、ＬＮ、ＰＣⅢ、

ⅣＣ水平的研究及临床意义的探讨［Ｊ］．标记免疫分析与

临床，２０１３，２０（４）：２６１２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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