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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QG

D

%水平与脑卒中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循环酶法测定
"96

例脑卒

中患者和
"$6

例健康对照者的血清
QG

D

水平!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9

检验!多个样本之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结

果
!

脑卒中患者组内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史和酗酒史者
QG

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一些

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有无与
QG

D

水平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脑卒中组内男性血清
QG

D

与女性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

意义"

G

$

'%'&

%&缺血性脑卒中与失血性脑卒中之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脑卒中不同类型
QG

D

水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但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性脑梗死'脑腔梗死'脑栓塞和脑出血的血清
QG

D

水平均高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组&结论
!

高
QG

D

血症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与部分传

统危险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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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

QG

D

&是一种含硫氨基酸#为蛋氨酸代谢过

程中的 重 要 中 间 产 物#正 常 空 腹 血 清
QG

D

总 量 为
#

"

"&4=A

"

5

#高于此范围为高
QG

D

血症+有研究表明#脑卒中的

致病因素除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常见病因外#高
QG

D

可

能是脑血管病重要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

*

#但各种类型的脑卒

中患者血清
QG

D

水平的变化以及与脑卒中相关的危险因素的

关系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临床病例总结#探讨
QG

D

与脑卒

中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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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9

月至
$'""

年
9

月首次脑卒中

发作来本院治疗者共
"96

例#男
"'$

例#女
9&

例#年龄
1$

"

9&

岁#平均$

:#%:f"'%9

&岁#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修

订的诊断标准)

1

*

+全部患者均经头颅计算机断层扫描和$或&

核磁共振确诊#且此次发病前无因脑血管病或其他原因导致的

明显神经功能缺失+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资料又分

为!$

"

&缺血性脑卒中
"1&

例#其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P)

&

$:

例,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性脑梗死$

)<!P

&

":

例,脑腔梗死
$'

例,脑栓塞$

!P

&

9#

例%$

$

&失血性脑卒中
1$

例#其中脑出血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O)Q

&

"8

例+所有入选者均进行血常规,

尿常规,血生化,心电图,胸部
h

线片,腹部
(

超等常规检查#

排除患有严重心,肝,肾,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及

近期服用可能影响检查结果药物$叶酸,抗癫痫药,雌激素,维

生素,甲氨蝶呤等&+对照组选择同期入院健康体检者共
"$6

例#男
6#

例#女
&1

例#年龄
1'

"

9#

岁#平均$

:"%#f8%6

&岁#排

除标准同疾病组+两组年龄,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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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

患者在入院后未进行任何治疗前于
'6

!

''

空

腹取静脉血
&45

#测定血常规,血生化及肝肾功能+另外取
&

45

#

#'''K

"

4F3

离心
"'4F3

#吸取上清液于
S6'T

保存#采用

循环酶法测定
QG

D

浓度#

QG

D

试剂盒由德国
VFCO

D

+VFC

/

3=+EFG

O

D

+E?4+X4LQ

公司提供+正常参考值为男$

:f"&

&

4=A

"

5

#女

$

#f"$

&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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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年人$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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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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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用
MfF

表示#采用
O.OO":%'

软

件分析#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9

检验#多个样本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以
G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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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

脑卒中患者组与对照组之间血糖,血脂比较
!

见表
"

+

脑卒中组葡萄糖$

X5e

&,胆固醇$

<!

&,三酰甘油$

<X

&,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5V5,!

&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QV5,!

&水平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脑卒中组间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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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脑卒中患者组与对照组之间血糖*血脂比较&

44=A

+

5

'

组别
, X5e <! <X 5V5,! QV5,!

脑卒中
<P) $: &%#1f$%$" 1%:'f'%9: "%8'f"%$9 $%8#f"%'1 "%#$f'%$&

)<!P ": &%:$f"%86 1%&9f"%$# "%8:f"%$' $%:8f"%#$ "%#&f'%$6

脑腔梗死
$' &%6"f"%9$ 1%6$f"%#: $%'&f"%"" $%6"f'%8# "%$8f'%#'

!P 9# &%&:f$%"$ 1%6:f"%'$ $%'#f'%8$ $%9"f'%98 "%$:f'%##

脑出血
$# &%:#f"%9$ 1%:8f"%"9 "%81f"%$' $%6&f"%'$ "%#'f'%#6

O)Q "8 &%:9f$%'& 1%&6f"%:# "%8:f'%81 $%96f'%6& "%##f'%1'

对照组
"$6 1%##f"%$& #%#'f"%:$ '%9#f'%$6 #%"&f'%"6 "%1$f'%$#

/%/

!

脑卒中患者组内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史和

酗酒史的
QG

D

比较
!

见表
$

+脑卒中患者组内有无糖尿病,高

血压,高血脂,吸烟史和酗酒史的
QG

D

比较采用
9

检验#结果显

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由表
$

可见#一些脑卒中危

险因素的有无与
QG

D

水平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表
$

!

脑卒中患者组内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

吸烟史和酗酒史的
QG

D

比较&

4=A

+

5

'

组别
缺血性脑卒中

, QG

D

水平

失血性脑卒中

, QG

D

水平

糖尿病 有
1# "&%:#f9%$: 8 "9%:8f9%8:

无
"'$ "&%86f6%$$ ## "6%9&f1%88

高血压 有
8& "9%$6f9%#$ $: "8%1&f9%#"

无
&' "9%8$f9%6# ": "9%8:f8%"6

高血脂 有
19 "6%$:f:%68 "8 "6%&9f9%##

无
86 ":%9$f:%89 $# "6%":f9%$1

吸烟史 有
8$ ":%$&f9%#: $6 ":%&8f&%#1

无
&# ":%61f6%"# "& ":%1'f&%:9

酗酒史 有
:9 ":%1$f:%:# "9 ":%&"f6%#1

无
66 ":%&6f:%6$ $1 ":%$6f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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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不同性别血清
QG

D

水平比较
!

脑卒中组男

性
QG

D

平均水平为$

"6%#"f9%:6

&

4=A

"

5

#女性为$

"&%:$f

6%91

&

4=A

"

5

#与 对 照 组 男 性 $

"$%$:f:%:$

&

4=A

"

5

#女 性

$

"'%&1f&%$#

&

4=A

"

5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且两

组男性血清
QG

D

与女性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G

$

'%'&

&+

/%1

!

缺血性脑卒中与失血性脑卒中血清
QG

D

比较
!

缺血性

脑卒中组
QG

D

平均水平为$

":%9#f6%1$

&

4=A

"

5

#与对照组

$

"$%'#f&%:1

&

4=A

"

5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失

血性脑卒中组
QG

D

平均水平为$

"6%$#f:%9&

&

4=A

"

5

#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缺血性脑卒中与失血

性脑卒中之间
QG

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

/%2

!

脑卒中患者不同亚组之间血清
QG

D

比较
!

脑卒中不同

类型
QG

D

水平分别为!

<P)

$

":%6#f6%$"

&

4=A

"

5

,

)<!P

$

"6%$1f:%:#

&

4=A

"

5

,脑腔梗死$

"6%'"f:%81

&

4=A

"

5

,

!P

$

"6%6:f6%'9

&

4=A

"

5

,脑出血$

":%89f:%6$

&

4=A

"

5

,

O)Q

$

":%:&f6%6:

&

4=A

"

5

+两两之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

&#但
)<!P

,脑腔梗死,

!P

和脑出血的血清

QG

D

水平均高于
<P)

和
O)Q

组+

'

!

讨
!!

论

传统的脑卒中危险因素主要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大

量吸烟,酗酒史等#临床上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对防止脑卒中的

发生#阻止患者病情发展#预后判断等方面获得了显著效果#但

很多脑卒中患者并无上述传统的危险因素+因此寻找新的卒

中危险因素#可帮助进一步认识脑卒中的发病机制#制定新的

防治策略+随着检测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高

QG

D

血症是脑卒中的一项新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与

大量资料报道一致#脑卒中患者血清
QG

D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它的浓度水平与疾病的危险性密切相关)

&,9

*

+目前#大量研

究表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和酗酒被认为是脑卒中的

危险因素#本研究对于这些危险因素的研究与相关报道一致#

然而与
QG

D

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呈正相关#组内有无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史和酗酒史的
QG

D

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有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高血压与
QG

D

有一定的相

关性)

8,""

*

#而高血脂与
QG

D

对于脑血管病可能是
$

项独立的危

险因素+由此说明高
QG

D

血症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危

险因素一样#可能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子#但需要进一步的

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来证实+另外#本研究表明#在脑卒中

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之间比较#男性
QG

D

水平高于女性患者#

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雌激素对
QG

D

代谢的

影响以及男性肌肉容量比女性大有关+本研究表明#

)<!P

,脑

腔梗死,

!P

和脑出血的血清
QG

D

水平均高于
<P)

和
O)Q

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表明#脑卒中不同类型组患者血

清的
QG

D

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
QG

D

与脑卒中的发病相关+

总之#高
QG

D

血症与脑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过高的
QG

D

会增加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增加致残率#可能是脑卒中发病的

一项新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上测定血清
QG

D

水平可作为脑

卒中发生,发展和预后判断的指标之一+因此#在脑卒中临床

工作中应该将
QG

D

的测定与血糖,血脂,高血压等危险因素一

样#早期发现高
QG

D

血症,早期控制
QG

D

水平#合理有效降低

血液中
QG

D

水平#对于预防脑卒中的发病,减少致残率和延长

人类寿命等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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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甚至脓性黏液等情况的出现+陈凤等)

6

*研究表明#第
$

代杂

交捕获法检测
Q.YVZ)

结果不受标本带有分泌物的影响+

但该法存在一定的交叉反应现象#无法进行
Q.Y

分型#进口

试剂盒成本高#目前还不能达到全面普及)

9

*

+在本研究中有黏

液组的
Q.Y

检出率$

$'%8$7

&与无黏液组的
Q.Y

检出率

$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表明样本中宫颈黏液的存

在影响了
Q.Y

的检出率+探讨其原因有!$

"

&采样误差+

Q.Y

主要宿主是宫颈上皮细胞#受到宫颈黏液特别是脓性黏

液的影响#采样过程收集到的不是病变位置的上皮细胞#而仅

仅是宫颈黏液+相比之下#无黏液标本中宫颈上皮细胞的含量

明显比有黏液标本的要高#易于获得足够含量的
Q.YVZ)

模板量#有利于提高
Q.Y

的检出率+$

$

&方法学误差+含有

Q.Y

的宫颈上皮细胞被包裹在宫颈黏液中#使用碱裂解法在

抽提
Q.YVZ)

过程中#可能未能充分溶解黏液释放出病毒

VZ)

#导致抽提效果不佳#无法获得足够的模板量进行
.!-

#

从而使黏液组一部分标本结果出现假阴性+同时#本研究数据

显示#有宫颈黏液标本的复查率$

:%8"7

&比无宫颈黏液的复查

率$

$%187

&高+这一现象国外有类似报道#

.??@=K

等)

8

*通过内

标$人
,

,

珠蛋白&监控发现#由于
VZ)

抽提失败而需要复查的

标本占
67

+本文探讨宫颈有黏液标本高复查率原因在于有

黏液标本可能含有较多的黏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酶和多糖

等内源性
.!-

抑制物+抑制物可通过干扰核酸提取过程的细

胞裂解或者通过抑制
VZ)

聚合酶活性而干扰
.!-

)

"'

*

#导致

杂交
P!

点不显色+由此可见#宫颈黏液标本不仅影响了
Q.Y

的检出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
.!-

和杂交过程+

综上所述#在严格遵循标本采集要求的前提下#如何有效

清除黏液对
Q.YVZ)

抽提的干扰#提高
Q

D

LKFWCN

技术对

Q.Y

分型的阳性率#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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