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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然后分别按照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

8;6

#%颈动脉狭窄程度进行分组!比较不同颈动脉
8;6

%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之间
d#DN

'

%

6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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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组后!随着颈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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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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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颈动

脉粥样硬化呈正相关!与健康人群相比!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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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降低!且随着颈动脉
8;6

增厚及狭窄程度

加重而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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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炎症性*全身性自身免

疫性疾病#其发病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社

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减而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与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生密切相关#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1

'

+其中#颈动脉粥样硬

化能够反映冠状动脉*脑动脉等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且位置

表浅#检查方便#容易观察&

'

'

+研究显示#颈动脉粥样硬化与高

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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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与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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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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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颈

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以期为该疾病的病因研究进一步提供

更多理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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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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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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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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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5

年
)

月于本院就诊

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共
/%

例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并选

取
5%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测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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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感染性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自身免疫系统疾

病*肿瘤*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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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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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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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男
1/

例#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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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在性别*年

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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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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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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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患者仰卧位#探讨频

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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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颈总动脉开始探查#由下向上#测量双

侧颈总动脉远端*颈动脉球部*颈内动脉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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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位的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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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血管管腔与血管内膜交界处到血管中膜与外膜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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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颈动脉内膜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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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斑

块形成#其中颈动脉内膜增厚和斑块形成均定义为颈动脉粥样

硬化+然后根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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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并根据颈动脉狭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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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反映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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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购于上海拜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比较颈动脉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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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然后比较不同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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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最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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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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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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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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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统计学软件
MTMM$)&%

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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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组比较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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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比较分析#

多组比较时采用单因素的方差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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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检验进

行相关性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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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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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颈动脉狭窄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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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

颈动脉狭窄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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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

着狭窄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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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降低#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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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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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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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关性
!

观察组

患者血清
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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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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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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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与心脑疾病的发生息息

相关+其中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局部

表现#可以通过
8;6

来判断是否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已经成

为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观察窗口&

-

'

+目前#颈动脉粥样硬化的

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肥胖等多种因素

相关&

/.(

'

+因此#探讨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危险因素对该疾

病的预防及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维生素
N

在多种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
15

$

^R

%

N

'

是维生素
N

在人体肝脏内储存和血液中运输的主要形式#半

衰期长#能够有效反映机体维生素
N

的营养状态&

$%

'

+本研究

中#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d#DN

'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且

d#DN

'

水平随着
8;6

增厚及颈动脉狭窄程度加重而不断下

降#结果表明
d#DN

'

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密切相关#

d#DN

'

不足或缺乏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中扮演重要角

色+分析原因#主要与
d#DN

的多种作用有关&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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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动

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反应*血管形成及血管平滑肌增殖作用而减

少粥样硬化的发生)$

1

%抑制血管壁泡沫细胞形成#延缓动脉粥

样硬化的疾病进展)$

'

%减轻机体胰岛素抵抗等+

研究显示#氧自由基及其代谢产物在体内过量蓄积与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密切相关&

$'

'

+机体蓄积的氧自由基能够与细胞

膜发生过氧化反应#产生丙二醛*酮基化合物等多种脂质过氧

化物#损伤血管壁#造成脂质沉积#促进粥样硬化的发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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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脂质过氧化后#机体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等酶系和葡萄糖*维生素类等非酶系抗氧化体系会阻止

氧自由基损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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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9̂ 7

是机体总抗氧化能力的重要

检测指标+但目前关于
69̂ 7

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性研究

甚少+本研究中#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69̂ 7

水平显著低于

健康对照组#且
69̂ 7

水平随着
8;6

增厚及颈动脉狭窄程度

加重而不断下降#结果预示
69̂ 7

的下降可能颈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生发展+分析原因#

69̂ 7

水平升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升高#能够减轻氧自由基对血管的损伤#从而减少脂质沉积#进

一步减少粥样硬化的发生#延缓该疾病的进展+此外#本研究

还发现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
d#DN

'

与
69̂ 7

水平呈现中

度相关#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d#D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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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与健康人群相比#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d#D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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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且随着颈动脉
8;6

增厚及狭窄程度加重而

明显下降+临床上#通过补充
d#DN

'

*增加机体抗氧化能力等

措施进行早期干预#可能会减少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延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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