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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老年冠心病的临床预测指标价值!以便为防治冠心病提供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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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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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冠

心病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血脂指标%

:6,J[&

%

YU&

%

V0,#

及
>9&̀ T

水平对老年冠心病的预测诊断有很大的临

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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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JK\

%是一种多因素疾病#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
JK\

发病率也逐年升

高)

#

*

+研究证实
JK\

患者多伴有脂质代谢异常#积极干预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M\M,J

%可明显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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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研究发现患者血液炎症,氧化应激和内皮功能指标及颈

动脉硬度和厚度等多种无创指标与
JK\

发生率存在密切相

关性#是
JK\

的独立危险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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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对连续
)

年

疑诊为
JK\

的老年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血液分析#从

不同方面综合探讨多个无创指标变化与
JK\

的相关性及其

临床意义#以便为防治
JK\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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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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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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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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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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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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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因胸痛

入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患者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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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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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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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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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合并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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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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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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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缺血性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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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吸烟
+/-

例+排

除冠状动脉造影前
#

个月服用过调脂药物的患者,伴有肝肾功

能异常或心肌梗死等严重疾病患者+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

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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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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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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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研究对象于冠状动脉造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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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集肘正中静脉取血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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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内皮功

能指标内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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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硬度和厚度指标受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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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与各危险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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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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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回归方程#分别为
K\M,J

,

M\M,J

,

*

E

1Y

,

:6,J[&

,

YU&

,

V0,#

及
>9&̀ T

#其 中
K\M,J

是
JK\

的 危 险 因 素 $

+

X

_#('"

#

!

$

"(")

%#

M\M,J

,

*

E

1Y

,

:6,J[&

,

YU&

,

V0,#

及
>9&,

`T

是
JK\

的保护因素$

+

X"(.!

,

"(#)

,

"(+/

,

"(.)

,

"(/)

,

"(-/

#

!

$

"(")

%+见表
.

+

表
.

!

JK\

多元逐步
M1

8

2672;

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

@P "(+D

$

+

! 65 -)OE,

K\M,J _#('""(.." #(+! "("" +(#'/ #(+)#

!

+(#""

M\M,J "(.!"(.-" )('' "("# +($$# #("-+

!

#(+++

*

E

1Y "(#)"(".) )("$ "("# "($/# "()$'

!

#(+.)

:6,J[& "(+/"(./" )('$ "("" #(##. "('$-

!

#(../

YU& "(.)"(!#" $("# "("# #(+.+ "(!-#

!

#()+'

V0,# "(/)#("-" !/($/ "("" -(##" "(/-#

!

#(+.#

>9&̀ T "(-/#(+"" )/(-- "(""#"(++. !(#'"

!

++(/$"

'

!

讨
!!

论

近年来研究发现#

:6,J[&

作为人体重要急性期非特异性

免疫蛋白#可作为
JK\

的远期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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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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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发生及预后有着重要意义#且研究发现血清中
YU&

水平与心

肌损伤呈正相关(血清
UG

和
V0,#

水平是反映内皮功能状态

的两项重要指标#

V0

水平升高可引起冠状动脉心肌缺血及痉

挛损伤#

UG

水平的降低可诱发和加重
JK\

(

>9&̀ T

被认为

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高表示动脉硬度高,顺应性差(

反之#则血管硬度低,顺应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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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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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在本研究中#低
K\M,J

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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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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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预测

指标#且
K\M,J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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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及严重程度呈负相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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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

>9&̀ T

的
65

值达到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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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9&̀ T

的变化不仅是反映老年人

JK\

患者的.窗口/指标#还可能是预测老年人冠状动脉病变

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与以往研究报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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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年
JK\

早期无典型症状#所以诊断较困难#目前

临床上主要依赖超声心动图检测#但费用较高(而检测血清中

M\M,J

,

K\M,J

相对较简单快捷且临床已普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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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

定量检测也方

便易行#且灵敏性,特异度均较高#费用低易被接受#同时便于

临床观察#具有很大的应用优势#对预测
JK\

发生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

##,#.

*

+

综上所述#

JK\

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血脂指标,

:6,

J[&

,

YU&

,

V0,#

及
>9&̀ T

水平对老年
JK\

的预测诊断有

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可为防治
JK\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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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
/

例+

'

!

讨
!!

论

'($

!

牙列缺损可摘局部义齿的隐形义齿修复#多用于缺牙在

三个单位的肯氏
)

类和肯氏
-

类修复+在安放金属支架和固

位体时也可用于肯氏
*

类和肯氏
(

类的修复)

+

*

+

'(/

!

隐形义齿的优点#形态逼真#美观性好(义齿固位,稳定性

可靠(基牙预备量少(弹性较好#义齿折断少)

.

*

+

'('

!

不适合做隐形义齿的原因!缺牙间隙过小#咬合较紧(基

牙过小及缺乏牙体和组织倒凹者(基牙
(

度松动以上的牙周病

患者)

+

*

+

'(1

!

隐形义齿的基托具有弹性较好的特点#但刚性不足)

.

*

#不

能承受较大的咀嚼力#长期使用容易发生形变而下沉#固位不

良而造成组织压痛+

'(2

!

佩戴隐形义齿时基牙的自洁作用较差#并且由于极具舒

适性#患者偶有疏忽而不及时清洁义齿#由于义齿磨光面常无

法进行充分抛光#使义齿局部容易堆积菌斑和食物残渣#若患

者口腔卫生状况维护不善#容易发生基牙牙颈部龋和牙周

病变)

.

*

+

'()

!

隐形义齿固位不良#主要是制作中义齿变形或者戴牙时

因为就位的原因医生缓冲义齿邻面过多引起松动+由于固位

不良#义齿摇摆松动#导致义齿与基牙不贴合而导致食物嵌塞+

经调查#第
#

年
$

例中有
!

例是由于就位时稍有困难#医生缓

冲边缘所致+

+

例是戴上感觉不稳$制作出来后%#但患者没引

起足够重视+

'(.

!

第
+

年出现固位力差#多由于取戴次数的不断增加#造成

隐形义齿卡环部分发生一定的形变+原本固位力差的上述
$

例和新增加的
'

例均是在卡环发生形变的情况下#加重义齿的

松动+由于固位不良导致食物嵌塞#使食物残渣沉积#菌斑滋

生#对基牙釉质的侵蚀#颜色变暗+同时基牙清洁降低#长期作

用#使基牙发生了龋坏+

'(Q

!

随着使用时间的不断增加和取戴次数的增多#加快了义

齿卡环部分的形变#同时随着隐形义齿材料的逐渐老化导致卡

抱力下降#使固位不良的患者增加+龋坏的逐渐深入#加快了

基牙的龋坏进度#使基牙的健康受到巨大的威胁+

'((

!

隐形义齿在使用过程中#还出现人工牙折断脱落#损坏后

不易修理#不能重衬)

!,)

*

#只能重做和软组织压迫痛等不良现

象+

综上所述#隐形义齿作为一种可以不进行或少量进行基牙

预备#且摒弃金属卡环的牙列缺损的修复技术#制作得当可获

得较好的前牙美学修复和牙龈封闭效果+但由于其适应证的

局限#材料的特殊性#患者的用牙习惯性和义齿的边缘封闭#基

牙自洁等原因#建议隐形义齿适用于短期修复或临时美容修

复#在患者感觉不适之前#及时寻求其他修复方式以替代隐形

义齿永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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