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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的
)'6

动态血压与脑微出血"

,OQ>

#的相关性$方法
!

对

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进行头颅核磁共振检查!明确是否存在
,OQ>

!在入院
)'6

内测量患者动态血压!并

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缺血性脑卒中相关的危险因素以及相关的检验指标$用
B<

S

3>E35

回归的方法分析
,OQ>

与动态血压的关系$结果
!

总共纳入
!#&

例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利用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年龄%糖

尿病病史%日间平均收缩压与舒张压%夜间平均收缩压与舒张压%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都与
,OQ>

的相关性显

著$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日间平均收缩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平均收缩压与
,OQ>

的相关性显著$结论
!

在缺

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人群中!较高的平均收缩压是
,OQ>

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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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È 778,OQ>2899

F

82135

U4<<9

I

H7>>KH7;E/;'=,;

!

@E<E24<:!#&

I

2E378E> 3̀E63>567135>EH<R75<1

I

4352E38

S

6

FI

7HE78>3<8 7̀H73854K90

79;P>38

S

E67>38

S

47:25E<HH7

S

H7>>3<82824

F

>3>:<K89E62E

I

2E378E>h2

S

7

#

63>E<H

F

<:932U7E7>

#

92

F

28983

S

6Eh>2G0

7H2

S

7>

F

>E<435U4<<9

I

H7>>KH7289932>E<435

I

H7>>KH7

#

2G7H2

S

7>

F

>E<435289932>E<435U4<<9

I

H7>>KH 7̀H7>3

S

83:30

528E4

F

5<HH742E79 3̀E6,OQ>;M671K4E3G2H32E7H7

S

H7>>3<82824

F

>3>H7G724792>3

S

83:3528E5<HH742E3<8U7È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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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

"是脑微

小血管病变导致周围间隙中局部含铁血黄素沉积的

一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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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

在磁共振的磁敏感加权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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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为小的圆形病变 ,

)

-

#并与认知障碍及缺血性%

出血性卒中的复发紧密相关,

.0'

-

$有相关的研究表

明#在正常健康人群中#

,OQ>

的发病率达到了

(;*L

.随着年龄的增大#

,OQ>

的发病率也相应增

高$而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中#

,OQ>

的发病率达到了

..;(L

,

(

-

$同时#

,OQ>

的存在与血压%年龄及抗栓药

物使用有关$有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导致
,OQ>

发生

的重要且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

&

-

.随着血压水平的升

高#

,OQ>

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现有少量的研究探

索动态血压与
,OQ>

的关系#然而#确少有研究报道

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人群与
,OQ>

的关系$因

此本研究拟探索在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中#

)'6

动态血压变化与脑微出血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缺血性卒中并伴有高血压的患

者$入组标准*!

!

"按照第
'

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诊

断标准#诊断为缺血性卒中患者.!

)

"按照
)*!'

年美

国成人高血压管理指南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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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

.

"完成了头颅
OD-i+_-

#

并且进行了
)'6

动态血压监测.!

'

"自愿参与本研究#

并愿意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

!

"继发性高血压的

患者.!

)

"已明确脑出血的患者.!

.

"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患者$总共有
)**

例缺血性脑卒中并有高血压患

者纳入到本研究中#其中有
!'

例因为体内植入有金

属不能行头颅
OD-

检查!共
!.

例"或者动态血压无

效数据过多!共
!

例"的原因未纳入最后的分析$

!;"

!

方法

!;";!

!

,OQ>

的评价
!

患者入院后首先完善
+_-

的

检查$

+_-

的相关参数如下*磁共振使用德国西门子

公司
+3

S

82JC0cE.;*M

磁共振成像仪
+_-

扫描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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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e)(&

#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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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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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

(&

$阅片由两位高年资影像学医生

进行$

,OQ>

表现为在
+_-

上低信号的小圆点!直径

小于
!*11

"#周围无水肿带的信号减低区#并排除软

脑膜血管%血管间隙%基底节钙化等假象$

!;";"

!

进行动态血压测定
!

完成头颅核磁检查后#

患者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律#并停用相关的降压药物#

应用日本尼士
C+0)(*@QWO

动态血压监测仪进行动

态血压监测#设定日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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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次#

夜间!

))

*

*!%*(

*

("

"

!

小时+次#总的监测需大于

)'6

$分别记录如下与血压相关的参数*夜间平均收

缩压%夜间平均舒张压.日间平均收缩压%平均舒张

压.

)'6

总的平均收缩压%

)'6

总的平均舒张压$

!;";#

!

一般资料的采集
!

对所有纳入患者的糖尿病

史%饮酒史%吸烟史进行统计采集$并对纳入患者进

行静脉血采集#用于测定血糖%血脂!包括低密度脂蛋

白%高密度脂蛋白与三酰甘油"%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及

尿酸和叶酸水平$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W++!";*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所有的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而计量资料则

用
Db2

表示$采用单因素二元
B<

S

3>E35

回归分析的

方法分析与
,OQ>

发生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将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二元
B<

S

3>E35

回归分析$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对
!#&

例缺血性脑卒中并且伴随高血压的患者

进行了统计学分析$所有纳入患者的平均年龄

!

&&;'b!!;.

"岁#其中包括
!!&

例男性!

&);'L

"#有

糖尿病病史的共
$#

例!

'!;"L

"#其中利用
+_-

共发

现有
!*&

例有
,OQ>

!

($;*L

"#利用单因素二元
B<0

S

3>E35

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所有的指标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OQ>

的发生与年龄%糖尿病病史%日间平均

收缩压与舒张压%夜间平均收缩压与舒张压%平均收

缩压和舒张压显著相关!

"

$

*;*(

"#见表
!

$进一步

采用多因素回归进行分析#在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人

群中#

,OQ>

与平均收缩压%日间平均收缩压及夜间

平均收缩压显著相关#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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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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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因素相关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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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动态血压与
,OQ>

的多因素相关性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

年龄
*;*. *;*!# *;#$.

糖尿病
*;&'# *;.($ *;$**

平均收缩压
*;!*& *;*!"

$

*;**!

日间平均收缩压
*;!!* *;*)!

$

*;**!

夜间平均收缩压
*;!*( *;*!"

$

*;**!

平均舒张压
*;)!* *;!# *;).)

日间平均舒张压
*;))* *;!# *;)'.

夜间平均舒张压
*;)!* *;!# *;)..

#

!

讨
!!

论

!!

本研究发现在缺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中
,OQ>

发病率是
($;*L

.另外#在缺血性脑卒中伴高血压患

者中#其
,OQ>

的发生与
)'6

平均收缩压%夜间平均

收缩压及日间平均收缩压呈显著相关性#这也进一步

证实了高血压与
,OQ>

的发生密切相关$既往针对

高血压导致
,OQ>

发生的相关病理机制研究表明#

,OQ>

的发生是由于脑内的小血管玻璃样变及小动

脉硬化后造成血液的少量渗出#进而激活巨噬细胞#

使其吞噬红细胞分解铁血黄素造成的,

!

-

$因此#正如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伴高血压患者

中#

,OQ>

的发生可能是因为
)'6

的持续高血压导致

脑内的小血管玻璃样变及小动脉硬化#进而使少量的

血液渗出造成的$同时#既往研究发现针对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的患者使用溶栓治疗时#

,OQ>

的出现是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伴随出血转化的高危因素,

$

-

#也是缺

血性卒中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HE0W@

"溶栓

后出血转化及抗栓治疗后出血转化%降脂治疗后的脑

出血风险的评估指标,

#

-

$因此#控制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的血压变得尤为重要$另外#高血压对血脑屏障也

能造成损害#是造成血浆复合物渗出到血管外的一个

危险因素$因此#高血压也是许多小血管病变疾病的

高危因素#比如白质病变$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血

压长时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是白质病变的高危

因素,

"

-

$

,OQ>

作为脑出血的高危因素#其与众多血管病

变高危因素相关#比如血脂水平$

B//

等,

!*

-研究发

现#血清中较低的总胆固醇水平及较高的高密度脂蛋

白水平与
,OQ>

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采用

了多因素回归的方法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发现
)'6

平

均收缩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及日间平均收缩压是

,OQ>

的独立高危因素$

而
J/?+a/?+

等,

!!

-对没有伴随脑血管病的高

血压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其
,OQ>

的发病率为

!&;!L

#是正常血压水平人群的
.

倍.同时他们也发

现高血压患者
,OQ>

的发生与动态血压水平密切相

关$与本研究结果对比发现#发生血管性病变后会明

显增加
,OQ>

的发病率$同时#

+M@@B+

等,

!)

-对发

生腔隙性脑梗死的患者进行了动态血压监测也发现#

较高的动态血压水平与脑干发生
,OQ>

也呈现明显

正相关$以上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本研究结果$

有研究表明#血压水平与
,OQ>

的发生密切相

关#而
,OQ>

则是许多中枢性疾病的高危因素#比如

帕金森病%抑郁症等,

!.0!'

-

.尤其对于脑血管病变#

,OQ>

是与其发生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缺

血性卒中伴高血压患者#由于其发病后#需要维持颅

内适量的血液灌注#并不能一味地将血压降得过低$

综上所述#

)'6

平均收缩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及

日间平均收缩压与
,OQ>

密切相关$在缺血性脑卒

中伴高血压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应动态监测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的血压#使其维持在适当的范围#并同时进

行
,OQ>

检测#对临床制订合理治疗方案具有极其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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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
!)

例#无或微量
++

例#

[

组三尖瓣反流程度明显

低于
T

组$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三尖瓣反流

程度与对照组比较明显较低#这与上述研究结果相

似#证实
345

修补术中适当切开三尖瓣并不会明显

影响三尖瓣功能$而在三尖瓣暴露不清楚下#若在

345

修补术中强行牵拉瓣膜及腱索#会引起三尖瓣变

形#出现三尖瓣反流$在安全性方面#韦小勇等'

!+

(在

分析室间隔缺损修补术中三尖瓣适当切开技术的临

床应用价值时发现#

635

组术后随访
!

年一过性传

导阻滞*残余漏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完全

性传导阻滞*三尖瓣反流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但
635

组总并发症发生率较非
635

组低$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
!

年一过性传导

阻滞*完全性传导阻滞*残余漏*三尖瓣反流等总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与上述研究结果相近#

推测是因为
345

修补术虽然简单#但却是心脏操作

基础及重点#缺损的周围组织结构较复杂而重要#而

635

可较好显露
345

各边缘#尤其是
345

后下缘#

清晰暴露缺损与周围组织关系#更加精准*精确缝合#

减轻主动脉瓣损伤及
345

裂隙遗漏#有利于减少残

余漏*传导阻滞及三尖瓣牵拉变形引起的三尖瓣

反流$

综上所述#

635

应用于
345

修补术中是安全可

行的#不会明显影响三尖瓣开闭功能#同时术后并发

症少#患者围术期指标不会明显受影响#值得在临床

推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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