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偏头痛患者血浆溶血磷脂酸及其极性相似总磷脂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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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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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发作期偏头痛患者血浆溶血磷脂酸"

),/

#$溶血磷脂酸极性相似总磷脂"

/,

#的水平%方

法
!

测定
!$

例偏头痛发作期患者"偏头痛组#与
!$

例健康对照者"对照组#血浆
),/

和
/,

的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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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发作期患者存在脑组织缺血和血

小板活化!易于发生血栓形成!可能是其容易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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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是临床常见的原发性头痛#其发病机制多认为与血

管的舒缩功能障碍有关+偏头痛#特别是有先兆的偏头痛#是

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是青年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病因之一)

#

*

+

尽管偏头痛引起卒中的绝对比例低#然而偏头痛通过何种作用

机制导致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原因不明#因此#如何降低偏头

痛患者的卒中风险将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

有研究表明#血浆溶血磷脂酸$

),/

%,溶血磷脂酸极性相似总

磷脂$

/,

%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等方面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

*

+作者尝试通过测定偏头痛发作期患者血

浆
),/

和
/,

的含量#探讨偏头痛导致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

的可能机制+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神经科

门诊
!$

例偏头痛患者作为偏头痛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R

!

"$

岁#平均
!8L>

岁+均符合
%$$?

年国际头痛协会

$

b*P

%的偏头痛诊断标准)

?

*

+病程
?

!

?>

年#每年发作
%

!

#%

次#每次
8

!

8%B

+排除颅内感染,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肾

功能障碍等引起的头痛+同期从在本院做健康体检者中选择

!$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其中性别和年龄与入选偏头痛组相

匹配#经检查排除高血压,颈椎病,脑动脉硬化以及全身系统性

疾病+该研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选者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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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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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

"

/,

测定成套分析试剂盒#购自北京泰福

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氯仿,甲醇$色谱纯%均购于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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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Q&.%

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北京时代北利离心

机有限公司%(

?%$

型恒温水箱$江苏金坛市中大仪器厂%(微过

滤器和可调温电炉$北京泰福仕科技有限公司%(

7!?#$

分光光

度仪$日本日立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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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L'L$

!

标本采集
!

清晨空腹抽取偏头痛组和对照组入选者肘

静脉血
?3)

#加入有特殊抗凝剂试管中抗凝#

!>$$<

"

3:G

离

心
#$3:G

#取血浆置于
+,

管中#所有标本均在当天抽血
"B

内

完成检测+其中偏头痛组采血时间为此次头痛发作
8%B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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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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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有机溶剂加入贫血小板血浆中#

提取
/,

+提取液一部分待测
/,

+其余浓缩#层析分离
),/

+

经显色,

-$ c

水浴,室温放置冷却#最后用比色测定
/,

和

),/

+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

浓度以0单位"全血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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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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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所测数据用
I_@

表示#以
*,**#!L$

统计

软件进行处理#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F

#

$L$>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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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偏头痛组和对照组入选者血浆
),/

和
/,

水平的比较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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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组与对照组
),/

和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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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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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细胞膜脂类衍生物#它是磷脂生物合成早期

阶段的关键性前体#也是甘油磷脂代谢的中间产物#主要由活

化的血小板产生+

),/

能激活血小板上的
+@

I

蛋白受体引起

血小板的形态改变#从而促进血小板聚集和活化#活化的血小

板可进一步产生释放
),/

)

>

*

+即在血栓形成前#有大量的血

小板被激活而释放出大量
),/

#此时可在患者血浆中检测出

),/

含量升高#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体内凝血或血栓形成启

动的分子标记物+

/,

是与
),/

极性相似的磷脂#也由磷脂

酶
Q

催化产生#多在脑缺血后
%?B

内产生#亦可以作为脑缺血

标志物#是由于缺血后氧自由基升高,释放#使得磷脂酶活性增

高#导致
/,

升高)

"

*

+

目前普遍认为偏头痛发病机制为血管舒缩功能障碍所致#

发作时有众多的血管活性介质或神经介质参与了血管舒缩功

能紊乱+有研究表明#偏头痛患者$包括有先兆的和无先兆的

偏头痛%不仅增加了卒中$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危险度)

8.R

*

#

而且还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

*

+

本研究发现偏头痛发作时外周血浆
),/

和
/,

水平较对

照组升高#证实了
),/

和
/,

共同参与了偏头痛急性发作的

病理生理过程#它们通过相应机制造成血小板激活和凝血功能

障碍#可能是造成偏头痛患者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的原因+

然而#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只能说明在偏头痛发作时

),/

和
/,

共同参与了该过程#不能阐述偏头痛发作,脑血管

疾病高发与
),/

和
/,

升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来还需进一

步研究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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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转运给肝脏进行分解代谢+也有研究提示#

PQ)

还可能

通过抗炎,抗氧化和保护血管内皮功能而发挥其抗动脉粥样硬

化作用+大量的流行病资料表明#血清
PQ).'

水平与冠心病

发病呈负相关+血清
&\

升高主要见于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

遗传因素或继发性也可使
&\

升高+

&\

轻至中度升高常反映

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残粒增多#这些残粒脂蛋白由于颗

粒变小可能具有直接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但是#多数研究提

示#

&\

升高可能是通过影响
)Q)

或
PQ)

的结构而具有致动

脉粥样硬化的作用+调查资料表明#血清
&\

水平轻至中度升

高者患冠心病的危险性增加)

-

*

#当
&\

重度升高时常可伴发急

性胰腺炎+

因此#针对血脂谱的人群分布特点#制订人群血脂异常的

防治策略#更有利于防治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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