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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组

纳入
8

篇文献!

<":9

"

%不符合
+L.

的仅
:

篇文献!

O

"

#

对符合
+L.

的亚组分析发现%各种等位基因模型

下%

+K0":

)

基因
:<<!J

*

I

多态性和冠心病患者侧枝

循环形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9>9;

&%见表
!

#

">#

!

异质性敏感性分析
!

分等位基因模型$

:

!

f

O?><B

&和显性模型$

:

!

f;8>?B

&异质性较大%但通

过亚组分析后各个模型异质性均显著降低#

#

!

讨
!!

论

!!

冠状动脉侧枝循环是冠心病患者血流储备的重

要来源之一%关于侧枝循环形成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许

能够为冠心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侧枝循环形成

包括血管发生$

')

D

31

D

%)%*3*

&和血管新生$

'(4%(31

D

%)"

%*3*

&两个过程!

:!

"

%而具体机制目前尚未十分清楚%但

+K0":

)

可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猪模型上发

现%注射腺病毒介导的
+K0":

)

*

Q,:O

基因组相比对

照组缺血心肌侧枝循环形成更为丰富!

:#

"

#

J+./

等!

:8

"报道有侧枝循环的冠心病组
+K0":

)

与无侧枝

循环形成组比较%表达更为丰富#这些结果显示

+K0":

)

可能与冠状动脉侧枝循环的形成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

然而%本研究结果显示
;

种遗传模型和亚组分析

下均未发现
+K0":

)

基因
:<<!J

*

I

$

(*::;8?8O;

&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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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9:=

年
8

月第
8<

卷第
:!

期



性与冠心病患者侧枝循环形成的关系%意味着这个多

态性位点不能在统计上促进或者减弱侧枝循环的形

成#本研究结果同其他研究结果!

<

%

?

"相一致#不同于

研究发现(

+K0":

)

在缺氧有关的心肌新生血管化过

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O

"

#基于本研究结果%笔者考虑

得出上述阴性结果原因有(

+K0":

)

基因
:<<!J

*

I

多

态性确实与冠状动脉侧枝循环无关#正如目前有学

者认为(在侧枝循环的形成机制中炎症和剪切力的影

响相比缺氧更为重要!

:<

"

)根据基因多态性相关的分子

流行病学研究理论%应在分子水平探讨环境
"

基因交互

作用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影响!

:=

"

%因此%

+K0":

)

基

因
:<<!J

*

I

多态性可能同其他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侧

枝循环形成#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可能是基因
"

基因的

交互作用影响了侧枝循环的形成%本课题就
+K0":

)

基因进行了分析#

同时%本研究仍存在较多局限性($

:

&由于
I

等位

基因频率在人群中较低%研究需要大样本量%以避免

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而本研究纳入的单个研究样本

量相对较小#$

!

&本课题就
+K0":

)

基因单个
H/,

位

点进行分析%未考虑基因
"

环境交互作用%连锁不平衡

$

N3)̀'

D

%53*%

g

X3N3M(3XA

&等因素影响%因此%可能会导

致研究异质性增高%以及掩盖基因位点对侧枝循环形

成的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本研究结果%笔者认为
+K0":

)

基

因
:<<!J

*

I

多态性与冠心病患者侧枝循环形成相关

性的证据暂不足%仍需要更多设计良好的大规模'多

中心的临床研究来证实两者间的关系%以进一步明确

遗传易感性在冠状动脉侧枝循环形成中的作用%帮助

临床医生筛查出高危人群%制订出个体化的医疗策

略%降低冠心病病死率'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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