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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白细胞介素
.!

"

IN.!

#和细胞间黏附分子
.&

"

IO-K.&

#在冠心病"

OUZ

#的发生和发展中所

起的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临床意义$方法
!

连续入选
$##

例住院患者!分为
)

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

-OL

#"

&V(#

#%稳定型心绞痛"

L-X

#"

&V'#

#%对照组"

&V)#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IN.!

%

IO-K.&

变化!并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

&

#

-OL

组
IN.!

及
IO-K.&

水平显著高于
L-X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

后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

%

#+#'

#&"

$

#

IN.!

与
IO-K.&

呈显著正相关$结论
!

IN.!

及
IO-K.&

过表达可能促进

了斑块的不稳定性!检测二者水平对冠状动脉疾病的诊断及病变程度的预测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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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免疫机制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中起很重

要的作用,炎性反应贯穿了动脉粥样硬化$

-L

%的整个过程,

体内多种参与炎症及免疫反应的细胞和分子构成了复杂的相

互协同)相互影响的炎症免疫体系#促进了
-L

的发生和发展#

在冠心病的不同阶段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急性冠状动脉事

件的发生常与炎症标志物的变化相一致,炎症标志物与冠心

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的关系成为目前冠心病研究领域的一个

热点,因而揭示炎症标志物与冠心病的关系有很重要的临床

意义,本文通过评价血清中的几种炎症标记物在冠心病中变

化水平#探讨它们与冠心病的关系以期为冠心病的诊断)治疗

以及预测急性冠状动脉事件的可能性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心内科收治的
&!#

例患者#分为
)

组!$

&

%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

-OL

%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c%+"

%岁,$

$

%稳定性心绞痛$

L-X

%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c"+%

%岁,$

)

%对照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平均年龄$

'*+!c!+$

%岁,所有
-OL

和
L-X

患者均

符合诊断标准,对照组为同期有胸痛)胸闷不适等症状#但冠

状动脉造影排除冠状动脉病变者,所有病例均除外细菌病毒

感染)哮喘)肿瘤)周围血管疾病或血栓性疾病)心肌病)心脏瓣

膜病)心功能不全)免疫系统疾病)严重贫血)出血性疾病)严重

心)肝)肾功能不全)并发脑卒中)高热者,近期使用过抗炎溶

栓等药物治疗或
)

个月内有手术)创伤史者除外,

$+/

!

方法

$+/+$

!

标本处理
!

所有患者取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CN

入乙

二胺四乙酸$

RZ/-

%抗凝管#摇匀#

)###?

"

C:;

离心
&#C:;

#

分离上清血浆待测,同时采静脉血测定血脂)肝肾功能等生化

指标及常规血细胞分析,

$+/+/

!

白细胞介素
.!

$

IN.!

%和细胞间黏附分子
.&

$

IO-K.&

%的

测定
!

RNIL-

测定血浆
IN.!

和
IO-K.&

#所用试剂盒购自美

国
[1;A1?K1A>

@

>61C>

公司#以
Z1;41

@

Z?3

=

0;

酶标仪分析$波

长为
"'#;C

%,操作按说明进行,

$+'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LX-L&#+#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以
Hc;

表示,两组间资料采用
=

检验#

6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

组年龄)性别)冠心病危险因素)肝肾功能

和大部分服用药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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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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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例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OL

$

&V(#

%

L-X

$

&V'#

%

对照组

$

&V)#

%

性别$男"女%

'#

"

)# )#

"

$# &(

"

&$

高血压*

&

$

,

%+

)'

$

""

%

$$

$

""

%

&)

$

"#

%

糖尿病*

&

$

,

%+

)&

$

)*

%

&*

$

)(

%

&)

$

"#

%

体质量指数$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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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c$+"$ $"+&&c$+&' $)+'$c)+'%

吸烟*

&

$

,

%+

"%

$

'$

%

))

$

''

%

$'

$

'#

%

三酰甘油$

CC04

"

N

%

&+*!c#+'$ &+%&c#+"! &+%$c#+'&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3EK1AO4:;

!

D021CE1?$#&&

!

P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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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组病例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OL

$

&V(#

%

L-X

$

&V'#

%

对照组

$

&V)#

%

总胆固醇$

CC04

"

N

%

"+!"c#+!' "+)(c#+%$ "+)!c#+'%

尿素氮$

CC04

"

N

%

%+)$c$+$' %+)!c&+%* !+*(c$+&$

肌酐$

&

C04

"

N

%

*!+$)c&*+)% *%+"!c$&+)' *"+!(c&%+!&

口服阿司匹林*

&

$

,

%+

!'

$

(&

%

"#

$

(#

%

$#

$

%(

%

口服他汀类*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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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IN.!

)

IO-K.&

检测结果
!

见表
$

,

IN.!

)

IO-K.&

水平
-OL

组显著高于
L-X

组以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6

$

#+#'

%(

L-X

组与对照组比较#

IN.!

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6

%

#+#'

%#

IO-K.&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

组病例
IN.!

)

IO-K.&

水平比较&

Hc;

'

组别
& IN.!

$

;

=

"

CN

%

IO-K.&

$

;

=

"

N

%

-OL

组
(# &($+'#c'$+)$

#

&*"+%#c!$+"!

#"

L-X

组
'# "%+")c$*+)% ((+%c)'+()

"

对照组
)# )&+$c&$+)! $(+%!c&!+)$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6

$

#+#&

(与
L-X

组及对照组比较#

#

6

$

#+#'

,

/+'

!

相关性分析
!

IN.!

)

IO-K.&

在
)

组间变化趋势相同#相

关分析表明#二者呈正相关$

JV#+!)

#

6

$

#+#'

%,

'

!

讨
!!

论

近年来#分子黏附机制及内皮损伤学说在
-L

发病中的作

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细胞黏附是始动及加速动脉粥样硬

化发生和发展的分子基础#是促进冠心病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

用机制*

&

+

#

IO-K.&

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由
'

个
I

=

样

功能区组成,在正常情况下#很少表达或不表达#但在炎症因

素刺激作用下可大量)广泛表达于多种细胞#增强细胞与血管

内皮间的黏附作用并介导单核细胞等炎症细胞进入血管内皮#

促进
-L

的发生)发展及恶化,

T:>7:

等*

&

+认为血清
IO-K.&

水平增高与冠状动脉硬化的进展有关#可作为冠状动脉硬化严

重性的标志,

U3:C

等*

$

+对
&)!

例冠心病患者进行随访$平均

!+$

年%发现#

IO-K.&

每增加
&##

&

=

"

N

#发生冠状动脉事件的

可能性增加
&&+$%,

#

IO-K.&

越高#发生冠状动脉事件的概率

越大,本研究发现#

-OL

组
IO-K.&

水平显著高于
L-X

组以

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在后两组间差异也有统计

学意义,表明
IO-K.&

参与了
-L

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尤

其是
-OL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推测其原因可能是
-OL

患者

病变部位炎性反应较重#大量炎症细胞浸润表达丰富的

IO-K.&

,一方面
IO-K.&

起始并加剧了炎性反应#另一方面

循环中的各种炎症因子刺激了炎症细胞
IO-K.&

的表达,

IN.!

是一种多功能的炎性细胞因子#可由活化的
/

淋巴

细胞)外周血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

等多种细胞产生*

)

+

,升高的
IN.!

可加重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

肌细胞变性坏死)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以及继发血栓

的形成,此外#

IN.!

可促进心肌细胞表达黏附分子#增强白细

胞和心肌细胞的黏附作用#加重心肌细胞的损伤,国外有研究

报道#

IN.!

可作为预测
-OL

早期基础病变及严重并发症的指

标#

IN.!

血清浓度越高#其发生严重冠状动脉硬化及再发心绞

痛的风险越高,本研究结果证实#

-OL

组
IN.!

水平显著高于

L-X

组以及对照组#与杨备战等*

"

+研究相似#提示
IN.!

参与

-L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冠心病严重程度的增加#

IN.!

的表达水平亦增高,并且本研究相关性分析显示#二者呈正相

关$

JV#+!)

#

6

$

#+#'

%,该结果表明#

IN.!

以及
IO-K.&

在炎

症作用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的过度表达可能促进了斑块

的不稳定性#加速斑块裂隙#最终促进斑块破裂)血栓形成,

由此可见#

IN.!

和
IO-K.&

等各种炎症因子在
-L

的发生

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作用是相互的#在人体中形成

复杂的免疫炎症调控机制且与病变程度以及病变活动性有

关*

'.!

+

,近年来#炎症标志物与
-L

的作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

展#已有不少关于冠心病抗细胞因子治疗的研究#但目前还处

于起步阶段#今后需要更为广泛和深入地研究其作用机制#为

有效防治冠心病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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