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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K6[6!/

%与合并代谢综合征"

X0

%缺血性脑梗死的关系'

方法
!

#''

例经头颅
/)

和
X43

检查证实为缺血性脑梗死的患者!其中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
.5

例!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
"'#

例'另有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
#''

例!均经严格检查排除脑血管疾病'采用直

接法检测所有入选者血清
:K6[6!/

(三酰甘油"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P[6!/

%(

6[6!/

(载脂蛋白
\

"

>

B

7\

%等

指标水平!观察比较各组
:K6[6!/

水平!对
:K6[6!/

与其他定量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

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

死组
:K6[6!/

水平为"

"%'#a'%&&

%

MM7C

&

6

!明显高于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的"

'%?#a'%$#

%

MM7C

&

6

和健康

对照组的"

'%('a'%#(

%

MM7C

&

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
:K6[6!/

水平与健康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
:K6[6!/

&

6[6!/

为"

'%$-a'%"#

%!明显高于

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的"

'%#-a'%'.

%和健康对照组的"

'%#-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的
:K6[6!/

&

6[6!/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K6[6!/

与
)*

(

>

B

7\

偏相关系数为
'%&-(

(

'%&'.

!与
P[6!/

偏相关系数为
,'%""&

$

:K6[6!/

&

6[6!/

与
)*

(

>

B

7\

偏相关系数为
'%&-5

(

'%#((

!与
P[6!/

偏相关系数为
,'%"#-

'结论
!

:K6[6!/

与合并
X0

的缺血性脑梗死关系密切'在常规血脂指标

中!

)*

是影响
:K6[6!/

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在
X0

人群中检测
:K6[6!/

水平!可能更有助于筛选发生脑血管病

的高危人群'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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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

!

缺血性脑梗死

!"#

!

$%&'()(

"

*

&+,,-&$)./0(1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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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

X0

&是以腹型肥胖,糖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

及高血压等为主要特征的人体代谢异常+有研究发现#

X0

是

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

.

+国内窦相峰等-

#

.研究发现
X0

与

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呈正相关+

X0

中的代谢异常都是动脉粥

样硬化的危险因子-

$

.

+较多的临床试验研究表明#

X0

与脑卒

中经常合并存在#

X0

导致的脑卒中主要以脑梗死为主#占

.#%-W

#脑出血仅为
?%-W

-

&

.

+动脉粥样硬化是缺血性脑梗死

的主要致病机制+低密度脂蛋白$

6[6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生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可以分为大而轻低密度

脂蛋白和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

:K6[6

&+

:K6[6

更易被氧化#

更易致动脉粥样硬化-

-

.

+近年来研究发现#

:K6[6

与脑卒中#

尤其是脑梗死关系较为密切-

(!?

.

+为了探讨
:K6[6

胆固醇

$

:K6[6!/

&与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的关系#本文测定并分析

了共
&''

份血清
:K6[6!/

及其他相关指标#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住院的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共
#''

例#其中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
.5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

&

岁+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

岁#平均$

(-%#a"'%(

&岁+健康对照组选择性别,

年龄匹配的同期健康体检者并排除脑血管疾病者
#''

例#其中

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

&岁+缺

血性脑梗死的诊断符合1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2

-

5

.标准#均经

头颅
/)

和
X43

检查证实+

X0

诊断标准!采用1中国成人血

脂异常防治指南2

#''?

年
-

月修订的中国人
X0

诊断标准-

.

.

+

具备以下
$

项或
$

项以上!$

"

&腹部肥胖#腰围男性大于
.'<M

#

女性大于
5-<M

%$

#

&三酰甘油$

)*

&增高大于或等于
"%?'

MM7C

"

6

%$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P[6!/

&降低少于
"%'&

MM7C

"

6

%$

&

&血压增高大于或等于
"$'

"

5-MM P

8

%$

-

&空腹血

糖$

+2*

&增高大于或等于或糖负荷后
#E

血糖为
?%5MM7C

"

6

或有糖尿病史+所有患者近
#

个月均未服用他汀类药物+

$%/

!

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K6[6!/

检测试剂盒,校准品和质控品

均由上海盈科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惠赠#试剂由日本电化生

研株式会社生产+

)/

,

P[6!/

,

6[6!/

的试剂均由日本电化

生研株式会社生产%

)*

试剂由北京九强公司生产%

>

B

7>

%

,

>

B

7\

试剂由英国
4FGK7A

公司生产%葡萄糖$

*6_

&试剂由南

京澳林公司生产+仪器为
fC

L

M

B

J:>_#?''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

$%/%/

!

血清标本采集处理及检测
!

用惰性分离胶促凝管采集

受检者清晨空腹安静状态下静脉血
$M6

#

$'M9G

内以
$'''

D

"

M9G

离心
-M9G

分离血清#

$E

内完成
*6_

,

)/

,

)*

,

P[6!

/

,

6[6!/

,

:K6[6!/

,

>

B

7>

%

,

>

B

7\

检测+

:K6[6!/

,

P[6!/

,

6[6!/

采用直接法测定#

)/

采用酶法测定#

)*

采用比色法测

定#

>

B

7>

%

,

>

B

7\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6_

采用己糖

激酶法测定+按试剂厂家说明书设置测试参数#用相应校准品

和质控品进行定标和质量控制+计算
:K6[6!/

与
6[6!/

比值+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中呈正态分布的变量以
=aK

表示#呈偏态分布的变量
)*

以
X

$

2

#-

"

2

?-

&表示#定量指标组间比较采用成组设计的方差

分析#进一步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FMEFG@

法#偏态分布资料采

用对数转换后再进行方差分析+

:K6[6!/

及
:K6[6!/

"

6[6!

/

与各定量指标间的关系采用偏相关分析#以
!

$

'%'-

为差异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FHX@K/C9G

!

XF

L

#'"-

!

Y7C%"#

!

17%'.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
:K6[6!/

及其他指标水平分析
!

合并
X0

缺血性

脑梗死组
:K6[6!/

水平,

:K6[6!/

"

6[6!/

及血压,血糖,其他

常规血脂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
:K6[6!/

,

:K6[6!/

"

6[6!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所有观

察组中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
:K6[6!/

及
:K6[6!/

"

6[6!

/

最高+

6[6!/

在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与未合并
X0

缺

血性脑梗死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两组
:K6[6!/

及
:K6[6!/

"

6[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各项检测指标比较

组别
.

年龄

$

=aK

#岁&

性别

$男"女&

男性腰围

$

=aK

#

<M

&

女性腰围

$

=aK

#

<M

&

收缩压

$

=aK

#

MMP

8

&

舒张压

$

=aK

#

MMP

8

&

*6_

$

=aK

#

MM7C

"

6

&

)/

$

=aK

#

MM7C

"

6

&

合并
X0

缺血性

脑梗死组
.5 (&%&a"'%. -#

"

&( .'%#(a.%#'

F

55%$#a.%5'

F

"5&%?a$'%-

F

"'?%'a"5%#

F

(%..a#%#$

F

< -%"5a"%#-

F

未合并
X0

缺血性

脑梗死组
"'# (-%#a"'%( --

"

&? 5?%"5a"'%'5 5-%5?a"#%'' "?(%#a#.%'

F

"'#%#a"(%?

F

-%.#a"%."

F

&%5"a"%'$

F

健康对照组
#'' (&%$a"#%" "'5

"

.# 5(%$?a5%"$ 5$%(&a"'%#? "$-%#a"5%? 5-%-a"&%$ -%#$a'%-# &%&$a'%?&

, "%(." '%'"# &%#5? $%$'? ##'%..# "#?%"5( &&%5.- #(%"&$

! '%"5? '%.55 '%'"- '%'$. '%''' '%''' '%''' '%'''

续表
"

!

各组各项检测指标比较

组别
)*

-

X

$

2

#-

"

2

?-

&#

MM7C

"

6

.

P[6!/

$

=aK

#

MM7C

"

6

&

6[6!/

$

=aK

#

MM7C

"

6

&

:K6[6!/

$

=aK

#

MM7C

"

6

&

:K6[6!/

"

6[6!/

$

=aK

&

>

B

7>

%

$

=aK

#

8

"

6

&

>

B

7\

$

=aK

#

8

"

6

&

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
#%'(

$

"%('

"

#%5?

&

F<

"%'#a'%##

F<

#%.-a'%.&

F

"%'#a'%&&

F<

'%$-a'%"#

F<

"%"$a'%#'

F<

"%'&a'%$-

F

未合并缺血性
X0

脑梗死组
"%#'

$

'%.#

"

"%--

&

H

"%"(a'%#(

H

#%5#a'%5#

F

'%?#a'%$# '%#-a'%'. "%#&a'%#$ '%.-a'%$'

F

健康对照组
"%"#

$

'%5"

"

"%&-

&

"%#(a'%#& #%&-a'%-( '%('a'%#( '%#-a'%"' "%#$a'%"5 '%5&a'%"5

, --%''" #5%.?? #$%$&# &.%.?5 $#%"$. .%("- #&%-#.

! '%''' '%''' '%''' '%''' '%''' '%'''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FH

!

$

'%'-

%与未合并
X0

脑梗死组比较#

<

!

$

'%'-

+

/%/

!

:K6[6!/

及
:K6[6!/

"

6[6!/

与各定量指标的相关性
!

将
:K6[6!/

及
:K6[6!/

"

6[6!/

与各定量指标进行偏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

:K6[6!/

与
)*

$

DQ'%&-(

#

!Q'%'''

&,

>

B

7\

$

DQ'%&'.

#

!Q'%'''

&呈 正 相 关#与
P[6!/

呈 负 相 关

$

DQ,'%""&

#

!Q'%'#$

&+

:K6[6!/

"

6[6!/

也与
)*

$

DQ

'%&-5

#

!Q'%'''

&和
>

B

7\

$

DQ'%#((

#

!Q'%'''

&呈正相关#与

P[6!/

呈负相关$

DQ ,'%"#-

#

!Q'%'"&

&+

:K6[6!/

及

:K6[6!/

"

6[6!/

与其他定量指标均无相关性+

'

!

讨
!!

论

!!

X0

是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严重的健康问题#是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等的重要危险因素+

1F

V

FD9FG

等-

"'

.报道#

X0

患

者发生脑卒中的危险几乎是无
X0

患者的
#

倍+荷兰的研究

显示#

&$W

的脑血管病患者伴有
X0

-

""

.

+本研究选取了
#''

例

因缺血性脑梗死住院的患者#其中合并
X0

患者
.5

例#患病率

高达
&5%$W

#由此提示
X0

是缺血性脑梗死的重要危险因素+

X0

通过促使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导致急性脑血管

意外的发生增加-

"#

.

+

6[6!/

被证实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基

本成分#

:K6[6!/

较
6[6!/

有更强的致动脉粥样硬化作

用-

"$

.

+国内朱同华等-

"&

.研究发现#血清
:K6[6!/

水平与动脉

粥样斑块性颈动脉狭窄呈正相关#沈昊等-

?

.研究证实
:K6[6!

/

是缺血性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之前研究了血脂正常人

群的
:K6[6!/

分布结果示#

$'

"

(.

岁年龄组男性均值为

$

'%((a'%#5

&

MM7C

"

6

#女性均值为$

'%(#a'%#-

&

MM7C

"

6

%

&

(.

岁年龄组男,女性
:K6[6!/

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值为

$

'%-&a'%##

&

MM7C

"

6

+男,女性
:K6[6!/

"

6[6!/

在各年龄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岁年龄组
:K6[6!/

"

6[6!/

为

$

'%#(a'%"'

&#

&

(.

岁年龄组为$

'%#$a'%'.

&+本研究采用

直接法检测
:K6[6!/

#虽未对年龄分组#健康对照组和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
:K6[6!/

水平及
:K6[6!/

"

6[6!/

均与

之前研究的健康人群分布很相近#而与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

组
:K6[6!/

水平及
:K6[6!/

"

6[6!/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由此说明
:K6[6!/

主要与缺

血性脑梗死患者中合并
X0

患者关系密切+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
X0

患者和未合并
X0

患者收缩

压,舒张压分别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这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证实高血压是缺血

性脑梗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

:K6[6!/

水平及
:K6[6!/

"

6[6!/

较未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

死患者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
6[6!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FHX@K/C9G

!

XF

L

#'"-

!

Y7C%"#

!

17%'.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提示
X0

患者出现

:K6[6!/

升高可能更早于
6[6!/

#

:K6[6!/

水平及
:K6[6!/

"

6[6!/

比
6[6!/

水平更具有应用价值+在
X0

人群中检测

:K6[6!/

水平#可能更有助于筛选发生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K6[6!/

及
:K6[6!/

"

6[6!/

与各定量指标进行偏相关

分析显示#

:K6[6!/

及
:K6[6!/

"

6[6!/

均与
)*

,

>

B

7\

呈正

相关#与
P[6!/

呈负相关+

)*

与
:K6[6!/

及
:K6[6!/

"

6[6!/

偏相关系数最高#这进一步证实了
)*

是影响
:K6[6!

/

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

.

+高
)*

血症是
X0

最重要的危险因

素#为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前状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与脑卒中

的风险增加相关-

"(

.

+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组的代谢异常主

要表现为!腹型肥胖#高
*6_

,高
)*

血症,低
P[6!/

血症及

:K6[6!/

升高和
:K6[6!/

"

6[6!/

比值升高+

:K6[6

升高伴

)*

增高与
P[6

降低被称为)血脂异常三联症*#合并
X0

组

比未合并
X0

组更显著地表现出了这些指标的异常#这也说明

:K6[6!/

水平升高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均为合并

X0

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重要危险因素+

X0

的治疗尚未统一标准#目前以防治
X0

个体患者具体

的代谢异常成分和异常程度为重点+

:K6[6!/

可作为观察患

者和评估疗效的指标之一+本研究采用的直接法可使临床检

测
:K6[6!/

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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