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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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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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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DE5839

%在高血压阵发性心房颤动"

%]

%患者中应用的意义&方法
!

选

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的高血压阵发性
%]

患者
/*

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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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取高血压无阵发性
%]

患者
/*

例

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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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度'血浆黏度'左室射血分数"

0-!]

%'左房内

径"

0%

%'左室质量指数"

0-W1

%!以及患者年龄'性别'高血压'瓣膜病'冠心病和孤立性房颤等一般数据!并进行统

计学分析&对阵发性
%]

影响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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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ECJG

回归分析&结果
!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高血压'瓣膜病'冠心病和

孤立性房颤'全血高切黏度'血浆黏度数据比较!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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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全血低切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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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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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1

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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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年龄越大'

DE5

839

对数值越大'左心肌越厚'左房越大出现阵发性
%]

的可能性越大&结论
!

血浆
DE5839

与高血压阵发性
%]

的发生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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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阵发性心房颤动$

%]

&是指有序的心房电活动丧

失#变为快速无序的颤动波#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与舒张#泵

血功能恶化或丧失#加之房室结对快速心房激动的递减传导#

引起心室极不规则的反应)

&5'

*

#是最严重的心房电活动紊

乱)

+5.

*

+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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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重要的炎症标记物#

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预测因素+我国首次房颤大规模流行病

学研究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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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患病率为
*(,,<

#男女患病率分别为

*(:<

,

*(,<

#男性是该病多发人群#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

有上升趋势)

;

*

#

/*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
/<

!

:<

+老年原

发性高血压是以血压升高为主要表现#同时伴有多种靶器官损

害,血栓,栓塞和代谢紊乱+

%]

不仅影响患者心功能#还能造

成患者自身多重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加

强原发性高血压阵发性
%]

的防治与研究#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

,

*

+本研究对
/*

例
%]

患者和
/*

例健康者进行研究#以探

讨血浆
DE5839

与高血压阵发性
%]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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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治疗的

原发性高血压阵发性
%]

患者
/*

例作为
%]

组#选取同时段

进行治疗的原发性高血压无阵发性
%]

患者
/*

例为对照组+

入选标准!$

&

&自愿参与本试验#并配合相应的数据收集和健康

调查%$

'

&均经心电图确定为高血压阵发性
%]

%$

+

&排除病态窦

房结综合征,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原因引

起阵发性
%]

+

%]

组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e&&(/

&岁#合并高血压
..

例#瓣膜病
'*

例#冠心病
&+

例%对照组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e

&'(.

&岁#合并高血压
.&

例#瓣膜病
&;

例#冠心病
&*

例#孤立

性
%]&&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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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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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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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方法
!

所有对象在入院次日清晨空腹取

肘静脉血
)H0

#其中
DE5839

采用普通无抗凝剂采血管#在

*

!

/j

冰箱中静置
;*HJK

后#

+***N

"

HJK

离心
&*HJK

#取血清

后置于
f/*j

冰箱保存待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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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

%]

组患者口服美托洛尔$阿斯利康制药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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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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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国药准字
S+'*')+:&

&进行治

疗#

&

次
.

片#每天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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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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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两组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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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高切黏

度,全血低切黏度,血浆黏度,左心射血分数$

0-!]

&,左心室

厚度$

0%

&,左心室体积指数$

0-W1

&等数据#及服药后几种不

同复发状态下患者的血浆
DE5839

水平+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922&,(*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数据用
@eI

表示#两组独立样本间用
D

检验#有统计

学意义的相关因素行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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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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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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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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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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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浆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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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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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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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左心射血分数
!

$

0-!]

&,左房内径$

0%

&,左心

室体积指数$

0-W1

&的比较
%]

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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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

!

阵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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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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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

以阵发性

%]

作为因变量#以性别,

0-W1

,年龄,

DE5839

对数值,

0%

作

为自变量进行
0=

6

JECJG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年龄越大,

DE5839

对数值越大,左心肌越厚,左房越大出现阵

发性
%]

的可能性越大+见表
&

+

表
&

!

阵发性
%]

影响因素的
0=

6

JECJG

回归分析

项目 回归数
G .N :)<:"

DE5839

对数值
*(:., *(*./ *(+// *(&++

!

&(&'/

0-W1 *(*&) *(*+: &(*&) &(**&

!

&(*+*

年龄
*(*): *(**; *(:.+ *(:*.

!

*(:/.

性别
f*():& *(&.+ &(/*; *(/&:

!

+(:/.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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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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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由高血压引起阵发性
%]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表

现为
%]

的同时心跳快而不规则)

/

*

+心跳可达到每分钟
&**

!

&;*

次#情绪激动时可高达每分钟
+**

次以上#此时心房会失

去收缩功能+调查表明我国
%]

患者总数约一千万以上)

:

*

+

阵发性
%]

的诱因很多#包括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刺激,心动过

缓,房性早搏或心动过速,房室旁路和急性心房牵拉等)

&*

*

+近

年来研究表明#阵发性
%]

可能与心脏甚至全身的炎症有关#

炎性反应与
%]

的产生存在一定联系#但炎症是
%]

的继发结

果或诱因目前尚无定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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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肝脏中合成的受白细

胞介素调控的机械时相性蛋白#是全身性炎性反应急性期的非

特异性标记物#血浆
DE5839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急性脑梗

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严重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是判断

身体炎症的重要参考)

&'

*

+虽然高血压阵发性
%]

患者的比例

并不高#但发病率高#使其成为与
%]

相关的最常见的心脏类

疾病+高血压是否合并阵发性
%]

的原因在于左室肥厚和左

房扩大#也正因为如此两者都是阵发性
%]

发生的重要原因+

]N@HJK

6

D@H

心脏研究表明如果心电图存在左室肥厚表现#男

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房产发生率分别增加
+

倍和
.

倍+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组患者血浆
DE5839

和全血低切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而全血高

切黏度和血浆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表明

DE5839

是监测阵发性
%]

的重要指标+

%]

组患者
0-!]

,

0%

,

0-W1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表明左室肥大是造成阵发性
%]

的原因+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年龄越大,

DE5839

对数值越大,左心肌越厚,左房越大出现阵

发性
%]

的可能性越大#说明血浆
DE5839

与高血压阵发性
%]

的发生关系密切#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血浆
DE5839

与高血压阵发性
%]

的发生关系

密切+降低血清
DE5839

水平有利于抑制
%]

的发生#减少
%]

持续状态#进一步降低动脉栓塞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

&

* 金壹伍#金振一#马兰#等
(

美托洛尔联合参松养心胶囊对

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
9

波离散度和血浆高敏
85

反应蛋白

的影响)

Q

*

(

中国循环杂志#

'*&'

#

',

$

)

&!

+)+5+);(

)

'

* 姜玉章#沈冲#李前辉#等
(8

反应蛋白基因多态性与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血浆高敏
8

反应蛋白水平的相关性)

Q

*

(

中

华老年医学杂志#

'*&.

#

++

$

.

&!

++,5+.&(

)

+

* 李发红#魏方菲#邹军#等
(

血浆抵抗素,高敏
8

反应蛋白

与动脉硬化的关系)

Q

*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

#

+'

$

+

&!

':;5+**(

)

.

* 马琦琳#孔涛#吉绍葵#等
(

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患者血

浆肌钙蛋白
"

,高敏
8

反应蛋白和
$45

M

N="$9

的变化及

心脉隆干预疗效)

Q

*

(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

#

'&

$

'+

&!

'//;5'//:(

)

)

* 高宁#陈少华#张伟#等
(

不同糖代谢状况患者血浆生长停

滞特异性基因产物
;

水平与高敏
8

反应蛋白,内脂素,脉

搏波传导速度和踝肱指数的关系)

Q

*

(

中国动脉硬化杂

志#

'*&'

#

'*

$

'

&!

&;&5&;)(

)

;

* 代建军#代凤莲#张晓春#等
(

冠心病患者高敏
8

反应蛋

白,基质金属蛋白酶
5:

及妊娠相关血浆蛋白
%

水平及临

床意义)

Q

*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

#

.

$

+

&!

'.*5

'.'(

)

,

* 刘莉红#张文华#夏稻子#等
(

左心房追踪技术评价高血压

心房颤动和孤立性心房颤动患者左心房功能)

Q

*

(

中国心

血管杂志#

'*&+

#

&/

$

&

&!

&;5'*(

)

/

* 王娟#杨艳敏#朱俊#等
(

高血压病史及基线血压水平对中

国急诊心房颤动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影响)

Q

*

(

中华心

血管病杂志#

'*&+

#

.&

$

&&

&!

:&&5:&)(

)

:

* 杨春燕#徐为民#秦迪#等
(

老年人高血压合并心房颤动的

发病机制)

Q

*

(

中国试验诊断学#

'*&.

#

&/

$

;

&!

&*+:5&*.&(

)

&*

*王昭琴#刘曙光#徐玲
(

替米沙坦联合胺碘酮治疗高血压

伴阵发性心房颤动的疗效分析)

Q

*

(

心肺血管病杂志#

'*&.

#

++

$

+

&!

+;/5+;:

#

+/'(

)

&&

*孟艳梅#李永光
(

高敏
8

反应蛋白与急性脑血管病)

Q

*

(

西

部医学#

'*&&

#

'+

$

'

&!

+&*5+&'(

)

&'

*柳茵#丁绍祥
(

心房颤动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Q

*

(

西部医

学#

'*&.

#

';

$

+

&!

';:5',&(

$收稿日期!

'*&.5&&5*)

!!

修回日期!

'*&)5*&5&&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IW>L8AJK

!

W@

O

'*&)

!

-=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