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临床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５

冠心病患者血清胱抑素Ｃ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分析


王　俊
１，２，王邦宁１△，王安才２，吴　明

２，王德国２

（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合肥２３００３１；２．皖南医学院

附属弋矶山医院老年医学内科，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１）

　　摘　要：目的　观察肾功能正常的冠心病患者血清胱抑素Ｃ水平（ＣｙｓＣ）变化，探讨ＣｙｓＣ对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预测

价值。方法　检测３１６例肾功能正常的冠心病者及１０２例无冠心病者ＣｙｓＣ水平，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冠

状动脉病变Ｇｅｎｓｉｎｉ总评分三方面分析ＣｙｓＣ水平与冠心病之间的关系。结果　冠心病组ＣｙｓＣ水平较对照组升高［（１．２４±

０．３２）ｍｇ／Ｌ狏狊．（１．１２±０．２７）ｍｇ／Ｌ，犘＜０．０１）］；多支病变组ＣｙｓＣ水平较单支病变组显著升高［（１．３１±０．３１）ｍｇ／Ｌ狏狊．（１．２０±

０．３２）ｍｇ／Ｌ，犘＜０．０１］；冠状动脉严重狭窄组ＣｙｓＣ水平较轻度狭窄组显著升高［（１．２９±０．３６）ｍｇ／Ｌ狏狊．（１．１６±０．２３）ｍｇ／Ｌ，犘＜

０．０１］，且冠心病患者ＣｙｓＣ与冠状动脉病变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正相关（狉＝０．１９５，犘＜０．０１）。结论　冠心病患者ＣｙｓＣ水平增高，且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正相关。血清ＣｙｓＣ水平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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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影响冠心病患者的预后。临

床可通过有创或大型检查器械发现并评估患者冠状动脉严重

程度。但临床上仍希望有一种简便、经济、可靠的血清学检测

指标来初步筛查并预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胱抑素Ｃ（Ｃｙｓ

ｔａｉｎＣ，ＣｙｓＣ）是评价肾小球滤过率的敏感指标之一
［１］，可以检

测早期肾功能损害。最近研究表明，ＣｙｓＣ对于冠心病的预后

有预测价值［２４］，ＣｙｓＣ能否作为其血管病变严重程度的预测

因子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对比检测３１６例肾功能正常

的冠心病患者及１０２例无冠心病者血清ＣｙｓＣ水平，初步探讨

其对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筛查及预测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在弋矶山医院住

院，且因临床表现及心电图检查疑诊心肌缺血并进行经皮冠状

动脉造影检查患者。排除标准：合并有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除外）、严重的慢性疾病（如恶性肿瘤、恶病

质等）、肾小球滤过率（ｅＧＦＲ）＞１２０ｍＬ·ｍｉｎ－１·（１．７２

ｍ２）－１或小于９０ｍＬ·ｍｉｎ－１·（１．７２ｍ２）－１者（应用 ＭＤＲＤ简

化公式［５］计算）、慢性肾病及使用激素等。经冠状动脉造影确

诊冠心病的患者３１６例（至少１支冠状动脉狭窄大于或等于

５０％），其中男１９３例，女１２３例，平均年龄（６４．３５±９．８１）岁。

冠状动脉狭窄小于５０％的患者１０２例为对照组，其中男４４

例，女５８例，平均年龄（５８．３７±９．６０）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ＣｙｓＣ与生化指标检测　ＣｙｓＣ、空腹血糖（ＦＢＧ）、胆

５７４重庆医学２０１５年２月第４４卷第４期

 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２０８０８５ＱＨ１５６）。　作者简介：王俊（１９７３－），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冠心病诊断及治疗。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ｂａｎｇｎｉｎｇ＠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血肌酐（Ｃｒ）等生化指标均使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日立７６００型）。

１．２．２　 冠状动脉狭窄病变评分方法　应用数字减影系统行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采用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５］对每支冠状动脉血

管狭窄程度进行评分。左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及右冠状

动脉至少１支狭窄程度大于或等于５０％者为冠心病组，低于

５０％为对照组。冠心病组依据冠状动脉病变累计数量分为单

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和多支病变组；依据病变冠状动脉狭窄

程度分为轻度狭窄组（５０％～＜７５％）和严重狭窄组（≥７５％）。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均以狓±狊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多组间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ＬＳＤ狋检验，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使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基础资料的比较　两组的年龄、吸烟史、饮酒史、高

血压史、血尿素水平、血尿酸水平、Ｃｒ水平及 ＨＤＬＣ水平等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ＴＣ、ＴＧ及ＬＤＬＣ水平等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血清ＣｙｓＣ水平及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比较　冠心病组血

清ＣｙｓＣ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犘＜０．０１），冠心病组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冠心病组不同病变支数患者血清ＣｙｓＣ水平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的比较 　冠状动脉单支病变、双支病变及多支病变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显著增高，评分几乎成倍升高。双支病变组及多

支病变组ＣｙｓＣ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１），且多支病变

组较单支病变组显著升高（犘＜０．０１），而单支病变组与对照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３。

表１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狓±狊）

项目 对照组（狀＝１０２）冠心病变组（狀＝３１６） 犘

吸烟史（％） ２３．５ ４１．１ ０．００１

饮酒史（％） ２５．５ ３８．０ ０．０２１

高血压史（％） ５３．９ ７７．２ ０．０００

年龄（狓±狊，岁） ５８．３７±９．６０ ６４．３５±９．８１ ０．０００

尿素（狓±狊，ｍｍｏｌ／Ｌ） ５．４５±１．５４ ５．８５±１．８０ ０．０４３

Ｃｒ（狓±狊，μｍｏｌ／Ｌ） ６９．１３±１８．８０ ７８．１３±２５．６６ ０．００１

血尿酸（狓±狊，μｍｏｌ／Ｌ） ３０１．５８±７３．４１ ３３１．５４±９３．１９ ０．００１

葡萄糖（狓±狊，ｍｍｏｌ／Ｌ） ５．４４±１．２８ ５．６８±１．９６ ０．２４７

ＴＣ（狓±狊，ｍｍｏｌ／Ｌ） ３．７９±０．７５ ３．８６±０．９８ ０．４７１

ＴＧ（狓±狊，ｍｍｏｌ／Ｌ） １．４５±０．８９ １．３９±０．７２ ０．４７９

ＨＤＬＣ（狓±狊，ｍｍｏｌ／Ｌ） １．０７±０．３２ ０．９６±０．２６ ０．００２

ＬＤＬＣ（狓±狊，ｍｍｏｌ／Ｌ） ２．１９±０．８７ ２．４１±０．９９ ０．２５２

表２　　两组血清ＣｙｓＣ水平与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的比较（狓±狊）

参数 对照组（狀＝１０２） 冠心病组（狀＝３１６） 犘

ＣｙｓＣ（ｍｇ／Ｌ） １．１２±０．２７ １．２４±０．３２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分） １．２４±２．１４ ２８．３１±３０．１４ ０．０００

表３　　冠心病组不同病变支数患者血清ＣｙｓＣ水平与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的比较（狓±狊）

参数 对照组（狀＝１０２）
冠心病组（狀＝３１６）

单支病变组（狀＝１３５） 双支病变组（狀＝９４） 多支病变组（狀＝８７）

ＣｙｓＣ（ｍｇ／Ｌ） １．１２±０．２７ １．２０±０．３２ １．２４±０．３２ １．３１±０．３１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１．２４±２．１４ １３．０４±１５．５７ ２４．４８±２１．４８ ５６．１６±３５．８３

２．４　冠心病组冠状动脉不同狭窄程度患者血清ＣｙｓＣ水平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的比较　冠状动脉重度狭窄组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Ｃｙｓ

Ｃ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及轻度狭窄组（犘＜０．０１）。见表２、４。

表４　　冠心病组冠状动脉不同狭窄程度患者血清ＣｙｓＣ

　　　水平与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的比较（狓±狊）

参数
对照组

（狀＝１０２）

冠心病组（狀＝３１６）

轻度狭窄组

（狀＝１２８）

重度狭窄组

（狀＝１８８）

ＣｙｓＣ（ｍｇ／Ｌ） １．１２±０．２７ １．１６±０．２３ １．２９±０．３６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１．２４±２．１４ ６．８５±４．１７ ４２．９３±３１．４４

２．５　血清ＣｙｓＣ与冠心病其他危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ＣｙｓＣ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正相关（狉＝０．１９５，犘＜０．０１），与年龄、尿素氮、

Ｃｒ及血尿酸水平呈正相关（狉分别为０．４２１、０．４２２、０．６４３、

０．４６８，犘＜０．０１）；与血糖及血脂水平未见明显相关性（犘＞

０．０５）。

２．６　不同ＣｙｓＣ分组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比较　比较不同

水平ＣｙｓＣ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发现，Ｑ２、Ｑ３、Ｑ４组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高于Ｑ１组（犘＜０．０１）。进一步分析四组的病变支数及狭

窄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Ｑ４组患者多支病变

及严重狭窄显著高于Ｑ１组（犘＜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按照血清ＣｙｓＣ水平４等分后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

项目 Ｑ１组（＜１．０１ｍｇ／Ｌ） Ｑ２组（１．０１～＜１．１５ｍｇ／Ｌ） Ｑ３组（１．１５～＜１．３３ｍｇ／Ｌ） Ｑ４组（≥１．３３ｍｇ／Ｌ） 犘

Ｇｅｎｓｉｎｉ积分（狓±狊） １１．６０±１７．８７ ２４．８３±３１．９３ ２２．３３±２６．９２ ２７．７７±３２．９９ ＜０．０５

病变支数［狀（％）］ ＜０．０５

　单支 ３２（７．７） ３９（９．３） ３１（７．７） ３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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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按照血清ＣｙｓＣ水平４等分后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

项目 Ｑ１组（＜１．０１ｍｇ／Ｌ） Ｑ２组（１．０１～＜１．１５ｍｇ／Ｌ） Ｑ３组（１．１５～＜１．３３ｍｇ／Ｌ） Ｑ４组（≥１．３３ｍｇ／Ｌ） 犘

　双支 ２２（５．０） １９（４．５） ２７（６．５） ２７（６．５）

　多支 ８（１．９） ２５（６．０） ２４（５．７） ３０（７．２）

狭窄程度分级［狀（％）］ ＜０．０５

　一级（５０％～＜７５％） ３３（７．９） ３６（８．６） ３３（７．９） ２６（６．２）

　二级（７５％～＜９０％） ９（２．２） １３（３．１） １３（３．１） １２（２．９）

　三级（９０％～９９％） １４（３．３） ２０（４．８） ２７（６．５） ３９（９．３）

　四级（１００％） ５（１．２） １４（３．３） ９（２．２） １３（３．１）

３　讨　　论

　　ＣｙｓＣ是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中的一员，ＣｙｓＣ及其片

段调节炎症过程，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病理生理发展进

程［６］。因此ＣｙｓＣ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及其严重程度

密切相关。

尽管基础研究认为ＣｙｓＣ对抗组织蛋白酶Ｓ及 Ｋ的活

性，减少血管基质降解及血管重构，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与发展［７］。但有关临床冠心病患者血清ＣｙｓＣ水平的研究报

道存在明显的差异。李国栋等［８］对２２４例进行冠状动脉造影

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冠心病组患者血清ＣｙｓＣ水

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而郭守玉等［９］发现冠心病组ＣｙｓＣ水

平较非冠心病组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ＣｙｓＣ水

平明显高于非冠心病患者。造成不同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研究对象间异质性或者入选患者的疾病发展阶段不同。

早期有研究显示冠心病心血管死亡与患者年龄、糖尿病、

病变血管数、ＣｙｓＣ、脑钠肽及Ｃ反应蛋白有关，与Ｃｒ水平无相

关性，ＣｙｓＣ水平增高的冠心病患者心源性死亡率增高
［３］，高

ＣｙｓＣ水平冠心病患者是低水平患者死亡率的３．８７倍。除传

统的危险因子外，高ＣｙｓＣ水平可作为判断肾功能正常患者潜

在的心血管危险的预测因子。Ｋｏｅｎｉｇ等
［１０］对冠心病患者进行

随访发现，ＣｙｓＣ水平升高可作为心血管事件复发的预测因

素，而Ｃｒ、Ｃｒ清除率与心血管事件无关。因此，ＣｙｓＣ水平可

作为独立于肾功能外的冠心病预后判定依据。这可能与Ｃｙｓ

Ｃ参与动脉硬化及炎症的病理生理过程有关。

冠心病患者血ＣｙｓＣ水平升高，ＣｙｓＣ水平能否反映冠状

动脉严重程度需进一步研究。Ｂａｔｒａ等
［１１］发现ＣｙｓＣ水平高

的患者冠状动脉三支病变者多，孙磊等［１２］也发现无病变组、单

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和多支病变组的ＣｙｓＣ水平依次升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单支病变组ＣｙｓＣ水平较对照组轻度升高，但

差异无显著性，而双支病变组及多支病变组ＣｙｓＣ水平则显著

高于对照组；双支病变组及多支病变组ＣｙｓＣ水平显著高于单

支病变组，而多支病变组ＣｙｓＣ水平显著高于双支组。这一研

究结果说明Ｃｙｓ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轻度冠状动脉狭窄组ＣｙｓＣ水平无明显升

高，而重度狭窄组ＣｙｓＣ水平显著升高，且重度狭窄组ＣｙｓＣ

水平显著高于轻度狭窄组。ＣｙｓＣ在冠状动脉病变血管狭窄

大于或等于７５％时明显升高，可能为临床医生对患者是否需

行血管重建的评估提供一定参考，在肾功能正常冠心病患者中

可能作为一种初步的筛选指标。

冠状动脉造影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５］是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评

估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经典方法，在积分评估系统中兼顾到冠状

动脉狭窄的部位和程度，冠状动脉病变越严重，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越

高。从本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冠心病组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且随着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及狭窄程度的增加，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增加。而且血清 ＣｙｓＣ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正相关（狉＝０．１９５，犘＜０．０１）。

将ＣｙｓＣ水平进行４等分后分析发现，高ＣｙｓＣ水平的冠

心病患者（≥１．３３ｍｇ／Ｌ）多支病变及重度血管狭窄显著高于

低ＣｙｓＣ水平者（＜１．０１ｍｇ／Ｌ）。提示在肾功能正常的冠心病

患者中，ＣｙｓＣ水平明显升高者严重冠状动脉病变可能性大。

推测其原因和严重炎症反应及复杂性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冠心病患者ＣｙｓＣ水平升高，严重

冠状动脉病变者ＣｙｓＣ水平升高更明显，ＣｙｓＣ水平与冠状动

脉病变程度呈正相关性，对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具有一定的

预测价值。测定冠心病患者ＣｙｓＣ水平有利于临床医生对冠

心病患者进行风险评估，ＣｙｓＣ可作为冠心病患者一种经济、

方便的初步判断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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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的癌症筛查年龄为５０岁可能有些晚。（２）经济及教育水平

落后，以及维吾尔族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导致患者不愿

接受结肠镜检查，造成就诊时间晚，分期偏晚，手术根治率低。

（３）维吾尔族直肠癌病理组织恶性程度高，预后差。（４）两民族

生物遗传特性可能不同。ｐ５３是一种抑癌基因，ｐ５３基因的突

变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可应用于肿瘤的临床基因诊断及

对结直肠癌预后的判定。新疆维吾尔族结直肠癌人群ｐ５３蛋

白的表达率高于汉族人群［７］，考虑维吾尔族直肠癌患者预后差

可能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与汉族直肠癌相比，维吾尔族直肠癌患者具有

发病低龄化、就诊晚、组织分化差、侵袭性强、分期晚、预后差的

特点，因为无法严格均衡混杂因素，本研究可靠性需加大样本

量进一步研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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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Ｊ］．Ｂ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７，９６（１０）：８２８８３１．

［６］ 陈辰，房静远．饮食因素影响结直肠癌发生的研究进展

［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９４（２６）：２０６９２０７２．

［７］ 买买提艾力·吾马尔，沈宝茵，黄琼，等．新疆维吾尔族与

汉族结直肠癌组织ｐ５３表达的差异［Ｊ］．临床与实验病理

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０（４）：４１６４１８．

［８］ＬａｒｓｓｏｎＳＣ，ＲｕｔｅｇａｒｄＪ，ＢｅｒｇｋｖｉｓｔＬ，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ｃｏｌ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ａｃｏｈｏｒｔ

ｏｆＳｗｅｄｉｓｈｍｅｎ［Ｊ］．Ｅｕ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６，４２（１５）：２５９０

２５９７．

［９］ 李明，顾晋．中国结直肠癌２０年来发病模式的变化趋势

［Ｊ］．中华胃肠外科杂志，２００４，７（３）：２１４２１７．

［１０］ＫａｔｈｒｙｎＡＭ，ＣｌａｉｒｅＦＳ，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ＬＭ，ｅｔａｌ．Ｉｓｒａｃｅ／ｅｔｈ

ｎｉｃ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ｒ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ｐａｉｎｉｎｃｏｌｏｒ

ｅｃｔａｌａｎｄ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Ｊ］．ＪＰａｉｎＳｙｍ Ｍａｎａｇ，２０１４，２４

（１４）：１８７１９０．

［１１］ＡｋｒａｍＹ，ＨａｉＪｉａｎｇＷ，ＡｚｍａｔＲ，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３，１９（４１）：７１８３７１８８．

［１２］ＷａｒｄＥ，ＪｅｍａｌＡ，ＣｏｋｋｉｎｉｄｅｓＶ，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ｙｒａｃ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Ｊ］．ＣＡＣａｎｃｅｒ

ＪＣｌｉｎ，２００４，５４（１）：７８９３．

［１３］ＦｒｅｅｍａｎＨＰ．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ｒａｃｅｉ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Ｃａｎｃ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ｖ

２００３，１２（３）：２３２２３６．

［１４］ＷｕｄｅｌＬＪ，Ｃｈａｐｍａｎ ＷＣ，ＳｈｙｒＹ，ｅｔ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ａｔ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ａｃｅ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Ｊ］．ＡｒｃｈＳｕｒｇ，２００２，１３７（６）：５５０５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上接第４７７页）

［６］ＣｈｏｅＪＹ，ＰａｒｋＳＨ，ＫｉｍＳＫ．Ｓｅｒｕｍ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ｓａ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ｌｅｇ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ｎａｌ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ＪＫｏ

ｒｅａｎ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０，２５（１）：４２４８．

［７］ＥｖａＢ，ＦｏｎｇＴ，ＡｎｄｅｒｓＧ，ｅｔ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ｌａｒｇｅｒ

ｐｌａｑｕｅａｒｅａｉｎｐｌａｑｕ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ｉｃｅ

［Ｊ］．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０５，１８０（１）：４５５３．

［８］ 李国栋，李凌，赵晓燕．冠心病患者血清胱抑素Ｃ、尿酸、

血浆脂蛋白（ａ）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Ｊ］．实用医学

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４）：６１５６１７．

［９］ 郭守玉，龙明智．冠心病患者胱抑素Ｃ水平与冠状动脉造

影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的相关性［Ｊ］．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２，９

（４）：３８５３８８．

［１０］ＫｏｅｎｉｇＷ，ＴｗａｒｄｅｌｌａＤ，ＢｒｅｎｎｅｒＨ，ｅｔ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

ｃａｓ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ｓｉｍｐｌｙａ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Ｃｌｉｎ

Ｃｈｅｍ，２００５，５１（２）：３２１３２７．

［１１］ＢａｔｒａＡ，ＫａｐｏｏｒＡ，ＳｈａｒｍａＲＫ，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ｓ

ｍａ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ｌｅｖｅｌｓｗｉｔｈ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Ｊ］．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５９（２）：１８２１８９．

［１２］孙磊，杨志健，贾恩志．肾功能正常的冠心病患者血清胱

抑素Ｃ、肌酐、尿素氮水平及其临床意义［Ｊ］．实用临床医

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５（２１）：８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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