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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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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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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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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抗凝血酶"

5.

#水平的改变及其

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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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化学比色法$免疫比浊法对
"S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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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者血

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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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
5.

呈现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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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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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

水平的联合检测!对患者的高凝状态或炎症状况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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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即使

正常范围内的高值血压水平与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性仍然呈

现高度相关#因此#对原发性高血压的研究备受关注*蛋白
g

$

H

E:?>;<g

#

+g

%是一种肝细胞合成维生素
]

依赖性
!A

&h结合

糖蛋白#文献+

#

,报道#

+g

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关#但

尚存在许多矛盾的学说#本文选择
"S

例高血压患者进行了血

浆
+g

)

!

反应蛋白$

!*+

%和抗凝血酶$

5.

%水平的联合检测#

以探讨
9

项指标联合应用在高血压患者中的改变及其临床意

义#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来自本院体检中心体检人员#根据
#777

年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血压协会诊断标准+

&

,

#即治疗前
9

次不同时间

及体位测血压大于
#8$

"

7$KK2

@

#并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糖尿

病)高脂血症等疾病患者#按分级标准均为诊断明确的
#

)

&

级高

血压患者
"S

例#男
8$

例#

9%

!

%8

岁#女
#S

例#

87

!

6$

岁*健康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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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9

例#

9%

!

%"

岁#女
#$

例#

9$

!

%6

岁*

$1/

!

样本采集和处理
!

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分别置于枸橼

酸钠$

91&R

%抗凝真空管内#轻轻混匀
"

次#

9$$$E

"

K;<

离心

#"K;<

#分离血浆#保存于
Z&$ i

冰箱中#

#

个月内定期批量

检测*

$1'

!

仪器与试剂
!

法国
O?A

@

:

全自动血凝仪$

O.5 !:K)

H

AB?

%#日本
6%$$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奥地利产半自动酶标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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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剂均为法国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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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提供#批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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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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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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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

德赛申能化学生物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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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采用
O?A

@

:

全自动血凝仪检测血浆
5.

#自动

生化自动仪检测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V/O5

%检测
+g

#并

严格遵守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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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用
O+OO#91$

进行数据统计处理#结果以
'

T8

表示#统计学差异采用组间比较
4

检验*

/

!

结
!!

果

两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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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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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平见表
#

*

表
#

!

血浆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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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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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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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99 #$&61$T##617 "1$T917$ ##&1#T7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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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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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Z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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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抗凝辅助因子#可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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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促进凝血酶和
0eA

结合到磷脂表面参与止血过程#又

能将
eA

送给
+g

依赖性蛋白酶抑制物$

+E:?>;<g)I>

H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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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使
eA

灭活#在存在其他促凝因素的条件

下#

+g

的缺乏必会使
g+/

对
0eA

与
0e/A

的灭活减少#加重血

液高凝状态#促进血栓形成(而基因研究发现
+g

有不依赖
g+/

的生理功能#在凝血酶和
0eA

结合到磷脂表面过程中发挥重

要调节作用#因此#

+g

水平的下降为临床不明原因出血倾向提

供了理论基础+

9

,

*有文献报道
+g

水平下降的幅度反映了心

脑血管疾病出血危险性的严重程度+

8

,

*本资料
"S

例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血浆
+g

水平+$

#""71%T&$81%

%

+

@

"

V

,与
99

例健康

对照组+$

#$&61$T##617

%

+

@

"

V

,比较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1$#

%#提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g

水平的增高可

能对机体具有一定的生理抗凝平衡作用#但是有多数学者认为

血浆
+g

的浓度增高是心脑缺血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作

者认为#由于机体凝血参与因素的复杂性#

+g

增高到什么水平

才具有疾病的危险性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临床资

料发现多数原发性高血压均有可能随病情发展出现动脉粥样

硬化#并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微血管内皮细胞表面或皮下增生部

位呈
+g

阳性#斑块也呈阳性#而健康人微血管内细胞
+g

呈阴

性反应#显然#

+g

的沉积在原发性高血压发展为动脉粥样化的

病理过程中可能具有一定作用+

8

,

*本研究病例中有
9

例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肌梗死临床症状时#

+g

水平+$

7"$1$T

9$1#

%

+

@

"

V

,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总体水平#由于例数不足#尚

需更多资料证实其统计学差异性#但提示患者
+g

水平有高到

低的变化为原发性高血压情发展的诊治监控可能提供参考

依据*

!*+

是一个急性时相蛋白#有文献报道通常机体炎症时

显著升高#并与体质量)性别)年龄有关+

"

,

*本组资料高血压患

者
!*+

+$

71"T817

%

K

@

"

V

,平均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1$T

917

%

K

@

"

V

,#提示高血压人群
!*+

值升高时对心血管事件发

生有临床诊治参考作用#其机制由于在高血压动脉硬化发生和

发展中
!*+

可促进血管内膜增生#使动脉管壁增厚硬化#血管

内膜损伤诱导细胞因子表达#刺激肝细胞合成
!*+

#从而引起

!*+

浓度增高*在上述
9

例有原发性高血压史的心肌梗死病

例中#

#

例
!*+

水平达
98K

@

"

V

#而
+g

浓度下降
S#$1"K

@

"

V

#

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尚需进一步探讨*另有研究证明血浆

+g

含量下降与炎症有关*

5.

是机体的重要生理抗凝蛋白#文献+

%

,报道随着年龄

增长
5.

水平有下降趋势#但本研究结果高血压组
5.

水平

+$

#&S16T#"19$

%

R

,较健康对照组+$

##&1#T71S$

%

R

,明显增

高$

!

"

$1$$#

%#提示高血压患者组机体的抗凝能力增强#其一

与患者口服降压药等抗凝药物可能有关#其二部分患者处于高

凝状态可能是生理应急条件下的增加#研究发现高血压组血浆

5.

与
+g

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N$1S#

#

!

"

$1$#

%#说明高

凝状态下增高的抗凝蛋白水平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临床应用
+g

)

!*+

)

5.9

项指标联合检

测#为高血压人群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提供了重要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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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细胞的受

损程度呈正相关#

0;C

)

+V.

与肝细胞的受损程度呈负相关#随

受损的严重程度而使凝血机制越来越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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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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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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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可较全面地评价肝脏的受损程

度#可了解肝病患者不同病程时期的凝血功能变化#对临床诊

治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及预测其病情预后#对监测患者

出血倾向及指导临床用药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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