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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中细胞间黏附分子
.#

"

b'/V.#

#基因第
"

外显子
S?"-+

多态性与脑梗

死的相关性%方法
!

收集
#%$

例脑梗死患者和
#$%

例健康对照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

析其多态性并确定基因型%结果
!

脑梗死组患者
b'/V.#

基因
S?"-+

携带的
++

基因型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3

%

WRL$!

!

F

#

$L$#

#!等位基因
+

*

S

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结论
!

研究显示
b'/V.#

基

因
S?"-+

携带的
+

等位基因的频率在脑梗死组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S

等位基因的频率则低于对照组!提示
+

等位

基因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S

等位基因则有保护作用&脑梗死组
++

基因型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
++

基因可能为脑

梗死的一个易感基因%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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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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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

!

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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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发现细胞间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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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基因多态性与脑梗死的发病有关+为了

进一步研究作者检测了
b'/V.#

基因第
"

外显子
S?"-+

多态

性与脑梗死的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收集神经内科住院的脑梗死患者
#%$

例#年

龄$

"%L-!_#$L#?

%岁#同时收集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体检

者
#$%

例作健康对照组#年龄$

"!L"-_##L#!

%岁+脑梗死组均

经
'&

和$或%

V]b

扫描确诊为脑梗死#符合
#-->

年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健康对照者均无缺血性脑

血管病史+

$L/

!

方法

$L/L$

!

基因组
Q(/

的提取
!

病例组于住院次日晨空腹取血

>3)

加
+Q&/

抗凝#

?c

冰箱短期储存+采用盐析法提取基

因组
Q(/

#取少量
Q(/

储存液于
$L8U

琼脂糖凝胶电泳上检

测#紫外成像系统下观察结果#并保存到计算机+

$L/L/

!

基因扩增和基因性分析
!

根据文献)

#

*设计
b'/V.#

引物序列#上游引物
>k.\\//'''/&&\'''\/\'.!k

#下

游引物
>k.\\&\/\\/&&\'/&&/\\&'.!k

+

,']

扩

增产物于
#U

的琼脂糖凝胶检测
b'/V.#

基因的
,']

产物长

度为
%%!F

4

(用限制性内切酶
N6;7b"7

酶切
b'/V.#

基因#酶

切产物进行
!U

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成像系统下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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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分析
!

脑梗死组和健康对照组
b'/V.#

基因的比

较采用
3

% 检验和
:

检验+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采用

3

% 检验+两组年龄的比较采用
:

检验+以
F

#

$L$>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基因多态性电泳结果
!

见图
#

+

/L/

!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的分布
!

见表
#

+结果显示

b'/V.#++

基因型在脑梗死组明显增多$

F

#

$L$#

%#等位基因

+

"

S

在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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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两组的分布

基因型和

等位基因

脑梗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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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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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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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两组的分布

基因型和

等位基因

脑梗死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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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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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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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电泳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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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脑梗死是多基因,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一种老年人常见

病,多发病#早期就存在持久的炎性反应+而大量的动物实验

证明血栓形成部位的
b'/V.#

大量增加#使白细胞与内皮细胞

更加牢固地黏附在一起#进一步堵塞血管+因此炎症因子

b'/V.#

在脑梗死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

+黏附分子

是指由细胞产生,存在于细胞表面,介导细胞与细胞间或细胞

与基质间相互接触和结合的一类糖蛋白分子#它们主要分布于

血管内皮细胞和各种白细胞表面+在炎症细胞的渗出,定位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b'/V.#

又称
'Q>?

#是最早发现的免疫球

蛋白超家族黏附分子之一#

b'/V.#

分子为单链跨膜糖蛋白+

b'/V.#

的基因定位于
#-

4

#!L!.

4

#!L%

#长
#>#>aF

#为一单拷

贝基因#包括
8

个外显子和
"

个内含子+

b'/V.#

外显子
"

存

在的
S?"-+

多态性可能影响
b'/V.#

的功能+本研究结果显

示#在脑梗死组
+

等位基因的频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而
S

等位基因的频率则低于健康对照组#提示
+

等位基因是脑梗

死的危险因素#

S

等位基因则有保护作用(

++

基因型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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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康对照组#提示
++

基因可能为脑梗死的一个易感基因+

此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结果)

#

*一致#但与孙禨和张晨)

%

*的结果

相反+以上说明#基因多态性可能与地域,遗传因素等有关+

但样本量也是造成结果差异的一个可能#况且研究发现单个基

因的改变一般引发疾病的可能性很小#而多种基因共同作用可

促进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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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老年急性一氧化碳"

'0

#中毒迟发性脑病"

Q+/'V,

#患者的临床表现$脑电图及影像学特

征%方法
!

对
%$$$

!

%$$-

年该院收治的
!$

例
"$

岁以上的
Q+/'V,

患者和
%R

例
"$

岁以下的
Q+/'V,

患者的

临床资料分别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两组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假愈期时间$治愈率$致残率之间的差别!同时对比

分析两组患者不同时期脑电图及头颅
'&

的改变%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老年组
'0

中毒急性期昏迷时间短$假愈

期短$治愈率低$致残率高!且脑电图的异常程度与年龄相关!与临床表现的老年人发病率高$预后差相一致!老年组

头颅
'&

异常程度也与临床表现的老年人预后差相一致%结论
!

老年人是
'0

中毒
Q+/'V,

的易患因素!预后

差!应把老年人作为此病重点防治对象!对
'0

中毒的老年人动态观察脑电图和头颅
'&

改变!早发现$早治疗$长

疗程!尽量减少
Q+/'V,

的发生及减轻此病造成的残疾程度%

"关键词#

!

一氧化碳中毒&

!

老年人&

!

迟发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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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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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近几年收治一氧化碳$

'0

%中毒迟发性脑病$

Q+/'.

V,

%

"$

岁以上患者共
!$

例#与收治的
%R

例
"$

岁以下
Q+/'.

V,

患者进行回顾性比较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R

例
Q+/'V,

患者为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患者#上述患者均有急性
'0

中毒病史#临床

上均出现过中,重度昏迷#病程中有假愈期#出现过较多神经精

神系统的临床症状#严重表现为急性痴呆或者去皮层强直+

>R

例患者按年龄分为老年组和对照组+老年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R$

岁#平均
"8L>

岁+对照组
%R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R

岁#平均
?%LR

岁+

$L/

!

观察内容
!

分析并统计老年组和对照组两组全部患者的

急性期昏迷持续时间,假愈期持续时间,患者的治愈率,患者疾

病致残率之间的差异#同时对比分析上述两组患者不同时期脑

电图及影像学特征$头颅
'&

%的改变情况+脑电图表现的诊

断标准依据文献相关诊断标准)

#

*

+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

软件进行统计#数据以
I_

@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
3

% 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两组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假愈期时间,治愈率和致残率

等指标之间的比较
!

见表
#

+结果显示#老年组患者的急性期

昏迷时间和假愈期均明显较对照组患者缩短$

F

#

$L$>

%(老年

组患者的治愈率大大下降#而致残率却大幅度上升#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L/

!

两组患者的脑电图表现变化比较
!

两组患者在急性期的

脑电图表现异常率为
#$$U

#老年组中度脑电图异常占整个脑

电图异常表现的
>"L8U

#而对照组仅占
#?L!U

(老年组轻度脑

电图异常占
!$L$U

#而对照组占
R>L8U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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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迟发性脑病期脑电图表现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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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两组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假愈期时间(

!!!

治愈率(致残率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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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时间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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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愈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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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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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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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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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老年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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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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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脑电图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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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 中度 重度

老年组
!$ -

$

!$L$

%

#8

$

>"L8

%

?

$

#!L!

%

对照组
%R %?

$

R>L8

%

"

?

$

#?L!

%

"

$

$

$L$

%

!!

注!与老年组比较#

"

F

#

$L$>

+

/

8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