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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情况及其胃蛋

白酶原水平的变化情况!了解高湿地区胃蛋白酶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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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组血清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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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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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对于世居高湿地区居民血清阳性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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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人群血清胃蛋白酶原
+

浓度较阴性人群明显增高!

胃蛋白酶原
*

'胃蛋白酶原
+

较阴性人群明显降低!提示高湿环境居民胃底黏膜病变风险较大!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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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胃底

黏膜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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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湿度对人体有重要影响#其高低程度能够直接影响人

体各种生理机能#主要集中在脾胃上#身体会出现倦怠,纳差,

不欲饮水,大便黏液增多等脾病的表现*

!

+

#而病理上主要体现

在胃肠道的功能及胃肠部位菌群的生长变化上)有研究发现#

高湿环境能够影响细胞增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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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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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被证实

是慢性胃炎的病原菌及消化性溃疡的重要致病因子#且被国际

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

类致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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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能够影响被称

为胃底腺黏膜.血清学活检/指标的胃蛋白酶原水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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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广泛用于临床检验#被认为是胃癌危

险度和胃黏膜状态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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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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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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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原在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

溃疡中的变化以及促胃液素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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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对高湿环

境下世居人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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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情况,胃蛋白酶原血清水平变

化检测分析#研究高湿度环境下人体胃部相关指标的变化#为

指导高湿地区世居人群健康监测和诊断提供试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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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对世居高湿地区人群进行健康体检)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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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1$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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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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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平均
$1#,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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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胃蛋白酶原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试

剂盒检测%

W

8

Y

D

a

抗体检测试剂盒由北京康美天鸿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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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采集受检者空腹静脉血
-)/

#待自凝后分离血清#

j"%i

保存备用)

$#'#/

!

胃蛋白酶原检测
!

按照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胃蛋白酶原浓度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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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
!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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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说明书对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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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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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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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正常参考范围!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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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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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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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

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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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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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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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FF"%#%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O(D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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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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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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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和阴性组血清胃蛋白酶原
*

,胃蛋白酶原
+

,胃蛋

白酶原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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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和阴性组血清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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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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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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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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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阳性率比较
!

!-.

例标本

中#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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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均阳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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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胃蛋白酶原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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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阴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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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胃蛋白酶原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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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阳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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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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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均阴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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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两种

指标标本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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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是胃黏膜主细胞分泌的胃蛋白酶前体#人胃蛋

白酶原是由
-1,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多肽链#根据免疫原性不

同分为胃蛋白酶原
*

和胃蛋白酶原
+

两个亚群#在胃内盐酸或

活化胃蛋白酶的作用下转变为有活性的胃蛋白酶*

!%

+

)血清胃

蛋白酶原水平可反映其分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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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非高湿地区研究

数据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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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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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或是阴性#胃

蛋白酶原
*

水平均大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蛋白酶原
*

水

平#说明高湿地区人群较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酸分泌多#但

较内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或病理提示轻度炎症患者低#说明胃

酸较其分泌偏低或者胃黏膜腺体有萎缩倾向%而高湿地区人群

胃蛋白酶原
+

均高于其他非高湿地区#说明该地区居民患与其

他地区居民相比#胃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

肠溃疡,萎缩型胃炎和胃癌等风险增高#说明胃窦,十二指肠,

胃底黏膜等部位更易受湿度变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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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是导致胃部疾病的重要因素)世界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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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率为
,%[

#我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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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较严重的国家

之一#普通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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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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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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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体

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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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阳性率为
",#1[

#远低于其他地区)一

项对新疆寒冷地区哈萨克族
W

8

感染情况的调查中认为#寒冷

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利于
W

8

在自然界中的生存*

!-

+

#是造成当

地
W

8

感染率明显低于国内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而本研究

气候环境潮湿#温度较周边地区平均温度偏低#也可能是造成

W

8

感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

另外的研究表明#胃癌患者与正常人群相比#

W

8

感染阳

性率明显增高#胃癌中血清胃蛋白酶原
*

水平与健康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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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胃蛋白酶原
+

水平明显升高#

胃蛋白酶原
*

"胃蛋白酶原
+

比值明显降低)而胃癌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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