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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危害最大的疾病之一#也是

我国成年人住院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依

然呈上升趋势)新近的临床与实验室研究证明#低度组织性炎

症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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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映

这种炎症的敏感性标志物...超敏
(

反应蛋白&

H:*()"

'已被

作为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展开大量的研究#使
H:*()"

在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中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

研究表明高血脂也是一种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它对心血

管疾病未来风险的预测有一定的可信度+

-

,

)本文就
H:*()"

与血脂联合检测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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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特性

()"

是一种炎症急性时相反应物#相对分子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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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血清
%

球蛋白#因其能和肺炎双球菌的细胞壁

的
(

多糖起沉淀反应而得名#

H:*()"

是因采用超敏感方法检

测
()"

而得名)健康人血清
()"

含量极微#在人体内长时期

保持恒定#当有急性炎症*创伤和心血管疾病时
()"

会升

高+

0

,

)

()"

主要由肝脏合成#人类冠状动脉尤其是粥样硬化

血管内膜亦可产生)

()"

能激活补体#释放炎症介质#促进细

胞间黏附和吞噬细胞反应#溶解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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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
()"

水平与内皮功能缺陷有关)它不仅与低密

度脂蛋白选择性相结合#而且与粥样斑块内氧化修饰后的低密

度脂蛋白特异性结合#进而在斑块内沉积下来发挥相应的生物

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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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

在有关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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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评价
1'?

的不良事件时#出院时
H:*()"

值比入院时更有价值)来自心

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

=636

'

//<

的数据显示#对不稳定

型心绞痛*非
`

波性心肌梗死患者#如果入院时
H:*()"

$

/$4$J

D

"

W

时#其
/0?

死亡率显著增高)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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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示急性时相反应可能存在潜在的感染#应在两三周后复

查#若持续升高#则属极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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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周熙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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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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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表明#急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H:*()"

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国外的一系列前瞻性研究证实#

H:*()"

不

仅可用来评估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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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现心血管疾病发作的危险性#而

且还是首次发生心血管疾病危险性的非常有效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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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
H:*()"

常规检测在预测冠心病发

病的危险性作用进行研究#将
H:*()"

与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危

险因子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校正了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影响

后#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
H:*()"

高值人群是低值人群的
%

倍#在校正了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后#

H:*()"

的预测价值增

加不明显)这是因为
H:*()"

的敏感性较高#但特异性不尽如

人意#因此在临床上用于疾病预测时#还要与其他危险因子综

合考虑才能获得更准确的结论)在众多变量分析中#如肥胖*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家族史及各种生化指标中#

H:*()"

和

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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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独的预测价

值#而且
H:*()"

对冠心病的预测价值明显高于传统的冠心病

危险因素#如血脂*脂蛋白*载脂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等)姜朝

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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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冠心病患者联合应用
H:*()"

浓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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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指标判别#对冠心病患者的诊断阳性率&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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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分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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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指

标)虽然
H:*()"

与血脂均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但研究

表明二者联合预测模式是目前冠心病危险评估的最佳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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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的应用

()"

的检测从未作为一种单独的诊断手段应用于临床#

但它对疾病的诊断却很有帮助)对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无论是

成年人还是儿童#诊断效果已是毫无疑问)随着
H:*()"

的出

现#其应用范围显著扩大#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冠状动

脉疾病的应用价值日益增加)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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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颅脑损伤患者

不同时期
H:*()"

的变化研究显示#颅脑损伤后血清
H:*()"

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且伤情越重#升高越明显#说明
H:*()"

不

仅是一种疾病标记物#同时也参与创伤性疾病的致病过程)近

年来研究表明#

H:*()"

位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具有调节单

核细胞聚集作用#是补体激活剂#与膜攻击复合物共同存在于

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内#可刺激组织因子生成和激活补体#

组织因子主要启动血凝过程#由于慢性微量炎性因子激活补体

而引发脂质沉积于血管壁#通过浸润*聚集#造成血管损伤而导

致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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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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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组别的患者将来疾病发作的危险性是健康人的
%

倍#其

将来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是健康人的
-

倍#将来发生外周动

脉疾病的危险性是健康人的
0

倍(欧洲监测冠心病发展趋势及

确诊该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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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最高组别的高

H:*()"

人群将来发生冠状动脉疾病的危险性是健康人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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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者
H:*

()"

水平的研究显示#冠心病患者的血清
H:*()"

水平与冠状

动脉病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心肌受损的程度)因此#

H:*

()"

有助于对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和预后做出准确的判

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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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血管疾病防治

目前#尽管没有成熟的降低
H:*()"

的治疗方案#也没有

直接证据表明降低
H:*()"

可以减少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

风险)但是研究已经显示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可以通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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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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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来抑制炎症反应#达到阻碍动脉粥样硬化进展*改

善心功能的目的#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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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与
H:*()"

!

在
"!]

的研究中#表面健康且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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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试男性#在应用阿司匹林后#心肌梗死的

风险降低了
.'5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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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用阿司匹林只

能使风险降低
/05

#作者认为阿司匹林降低冠脉事件的程度

与
H:*()"

的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受试者从阿司匹林应用中

受了益#提示阿司匹林不只是单纯抗血小板药物#也可能是一

种与
H:*()"

的水平有关的抗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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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阿司匹林预

防心肌梗死的最大效益见于
H:*()"

的水平增高者#随着
H:*

()"

水平的降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效能亦呈比例地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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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讲#已有多数学者主张
H:*()"

升高者应接

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预防性治疗#该药长期使用获益最大#可

能与其兼有抗炎作用有关)

D4B

!

他汀类药物与
H:*()"

!

他汀类药物在这方面也有类似

报道)

%''$

年有报道称!一项二级预防研究中#

-20$

例心血

管疾病患者被给予阿托伐他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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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普伐他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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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H:*()"

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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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试者不论其低密度脂蛋

白水平是否降到一定值#他们的预后均比
H:*()"

水平较高者

要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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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汀类药物对心血管的益处与
H:*()"

水平有

一定关系)但看似健康#血脂也正常#只是
()"

水平增高的人

群是否会从他汀类药物中获益目前正在研究中+

%'

,

)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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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急性时相反应的一个灵敏指标#

其应用已从最初的感染性疾病诊断拓展到了心血管疾病的预

测和监测等多方面#再结合血脂检测#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初发

和复发的预测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新的生化指标)而阿司匹

林*他汀类药物可以抑制炎症反应#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险性)

随着
H:*()"

检测技术的发展#其临床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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