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绝经前女性冠心病与免疫炎性反应相关因子的研究"

张秀云!

!

"

!王学惠"

!张永春"

#

!娄婷叶#

"

!$

新乡医学院!河南新乡
!

)+#&&&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

"$

心血管内科#

#$

检验科!河南新乡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免疫炎性反应相关因子及雌激素水平与绝经前女性冠心病的关系!分析其临床特征及冠

状动脉造影特点%方法
!

按照入选标准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住院拟诊冠心病的绝经前女性
)#

例!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冠心病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均抽血测定免

疫球蛋白
U

E

`

&

U

E

.

&

U

E

Y

和补体
W#

&

W)

水平!同时检测超敏
W

反应蛋白及雌激素水平!观察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冠状动脉病变特点%结果
!

冠心病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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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WSZ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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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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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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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及
W)

的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

K

$

&$&+

$!冠心病组雌激素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K

$

&$&+

$#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造

影显示病变以单支病变为主!所占比例为
+(,

!罪犯血管为左前降支者占
%*,

%结论
!

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存

在体液免疫功能亢进!

96/WSZ

水平升高及雌激素的缺乏与绝经前女性冠心病发生有关!其临床症状不典型!以单支

血管病变为主!易累及左前降支%

"关键词#

!

绝经前女性#

!

冠心病#

!

免疫炎性相关因子#

!

雌激素#

!

冠状动脉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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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最常见疾病

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因有雌激素$

R"

&的保护作用#绝经

前女性冠心病患病率显著低于男性#绝经后女性冠心病的患病

率增高#然而近年研究表明#女性冠心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且

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研究已证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

肥胖等为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是

否存在特殊的危险因素#目前研究较少#近年研究表明冠心病

的发生机制与免疫反应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免

疫炎性反应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

.[

&发生)发展#因此
.[

的

焦点已转向免疫和炎性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

0

*本研究主要

测定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免疫炎性反应相关因子指标#同时

测定
R"

水平#探讨免疫炎性反应相关因子及
R"

在绝经前女

性冠心病发病中的作用机制#通过观察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

的临床和冠状动脉病变特点#提高对女性冠心病的认识#为年

轻女性冠心病的预防及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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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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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

&*

!!

作者简介!张秀云#女#在读硕士#住院医师#主要从事冠心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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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新乡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拟诊冠心病的绝经前女性

)#

例#均未进行冠心病的一)二级预防#既往无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或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患者*经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

为冠心病的绝经前女性
!*

例为冠心病组#年龄
#'

!

+"

岁#平

均$

)'$)"e+$%!

&岁#经冠状动脉造影排除冠心病的绝经前女

性
")

例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两

组年龄)体质量指数)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情况经统计

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所有入选患者均排除有

严重感染病史)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

先天性心脏病)心血管畸形)全身免疫系统疾病)既往或正在服

用影响免疫功能药物的患者等*

$$/

!

检测指标
!

所有患者入院时详细记录年龄)体质量指数)

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病史等一般信息#空腹
!"9

以上#均于

入院次日清晨空腹抽取肘正中静脉血
*>Q

#其中
+>Q

置于普

通干管#分离血清#

_(&g

冰箱保存%另外
)>Q

置于
RM0.

\8

"

管分离血浆#

_(&g

冰箱保存*

R"

采用化学发光法由全

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检测#

96/WS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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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W)

采

用免疫比浊法由全自动特种蛋白分析仪检测#所有仪器及试剂

均为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生产*

$$'

!

诊断标准
!

冠心病的诊断由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冠

状动脉造影由本院心内科专业医师操作#采用
K2-P<3

法#多体

位投照#图像评价采用目测直径法#病变图像由
#

位经验丰富

医师共同判读#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评价根据美国心脏学会分类

标准评价*左冠状动脉的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状动

脉为冠状动脉系统主要的
)

支动脉*左冠状动脉至少投照
)

个体位#右冠状动脉至少投照
"

个体位#造影发现冠状动脉狭

窄大于或等于
+&,

诊断为冠心病#

$

+&,

或无狭窄排除冠心

病%根据上述动脉受累的数量#可诊断为单支)双支)三支病变*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Z[[!*$&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数据用
JeB

表示#两样本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
#

" 检验*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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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组与对照组免疫球蛋白
U

E

`

)

U

E

.

)

U

E

Y

水平和补

体
W#

)

W)

水平的比较
!

见表
!

*冠心病组
U

E

`

)补体
W#

)

W)

水

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冠心病

组
U

E

Y

)

U

E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表
!

!

两组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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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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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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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水平和补体
W#

'

!!!

W)

水平比较%

E

(

Q

+

JeB

&

检测指标 冠心病组 $

%]!*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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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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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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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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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冠心病组与对照组
96/WSZ

及
R"

水平的比较
!

见表
"

*

冠心病组
96/WSZ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

&$&+

&%冠心病组
R"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

&*

表
"

!

两组
96/WSZ

及
R"

水平比较%

JeB

&

分组
% 9/WSZ

$

>

E

"

Q

&

R"

$

@E

"

>Q

&

冠心病组
!* %$&(e"$*!

"

!"!$)%e+$"(

"

对照组
") !$+"e!$'% !'#$(#e'$'"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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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绝经前女性冠心病临床特点分析
!

!*

例绝经前女性冠

心病中#急性
[0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

例 $

"

例为急性前壁心

肌梗死#

!

例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非
[0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

例#稳定型心绞痛
+

例*本研究发现

一些冠心病患者临床症状并不典型#表现为乏力)背痛)呼吸困

难#通常将胸痛描述成上腹部饱胀感#多使用情绪化词汇*

/$1

!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
!

!*

例绝经前女性冠心病中#单支病

变
!!

例$累及左前降支
!&

例#右冠状动脉
!

例&占
+(,

#双支

病变
)

例 $左前降支
b

右冠脉
"

例#左前降支
b

回旋支
!

例#

前降支
b

中间支
!

例&#三支病变
#

例#左主干病变
!

例#其中

罪犯血管为前降支者占
%*,

*

'

!

讨
!!

论

既往因
R"

的保护作用#人们普遍认为绝经前女性冠心病

发病率较低*然而新近
!

项资料表明心肌梗死发病率在年龄

为
#+

!

+)

岁的女性中比同年龄段的男性有所增加#表明女性

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提前#呈现年轻化趋势#而关于这些年轻女

性冠心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较少/

"/#

0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

常)肥胖等为冠心病的传统危险因素#然而绝经前女性冠心病

患者是否存在特殊的危险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少*免疫因

素是近年来研究热点#国外研究发现在冠心病的病理基础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有免疫)炎性反应细胞浸润及免疫复合物

沉积#说明
.[

与免疫炎性反应关系密切/

)

0

*基于此#本研究

通过对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免疫炎性反应相关指标及
R"

水平进行检测#以探讨绝经前女性发生冠心病的可能机制*免

疫球蛋白由
O

细胞活化增殖为浆细胞所分泌#具有抗体活性*

临床研究表明#

.[

斑块中存在特异性的抗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

1C/QMQ

&抗体#

1C/QMQ

可诱发机体对修饰后产物产生反应#

而在
.[

斑块中的免疫球蛋白
U

E

`

则含有这种抗体#抗原抗体

反应导致的组织损伤#引起机体免疫球蛋白的增加及补体合成

功能的亢进/

+/'

0

*国内有学者认为#

U

E

`

升高是血管内皮受损

标志#免疫球蛋白及脂蛋白可损伤内皮细胞及深层动脉壁细

胞#暴露血管壁结构抗原#形成免疫复合物#造成血小板黏附)

聚集及脂质沉积/

%

0

*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针对
1C/QMQ

的
U

E

`

抗体滴度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呈正相关/

(

0

*国外研究表明血

清中
U

E

Y

抗体水平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补体系统

由多样的血浆蛋白成分组成#是体液免疫的一部分#活化补体

系统导致级联反应产生#从而产生不同种类的促炎因子#其在

.6

的发病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一项研究显示补体

W#

在冠心病患者中存在普遍升高的现象/

*/!&

0

*在本研究
"

组

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的比较中#绝经前女性冠心病组的免疫

球蛋白及补体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冠心病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体液免疫亢进*目前认为炎性反应机制在
.[

的起始)进展和

终末阶段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96/WSZ

是机体炎性反应的敏感

标志物#血清
WSZ

水平升高可预测冠心病患者临床不良事件

的发生/

!!

0

*当
96/WSZ

'

#&>

E

"

Q

时冠心病患者发生急性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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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事件概率明显增加#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死亡事件增

加*

WSZ

可促进局部黏附因子的表达#同时降低内皮依赖性

一氧化氮的利用#能改变巨噬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的摄取#并

激活补体#从而促进血管炎性反应和血栓形成#发生急性冠状

动脉事件/

!"

0

*本研究显示#冠心病组
96/WSZ

水平高于对照

组#提示炎性反应参与了绝经前女性冠心病的发生*内源性

R"

对绝经前女性
.[

性血管疾病有保护作用#它可促进肝脏

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摄取及代谢/

!#

0

%抑制肝脂肪酶对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MQ/W

&的分解#增加
HMQ/W

水平%增加

载脂蛋白合成%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变动脉管壁上的胶原蛋白

和弹性蛋白成分#产生有利的心血管效应*本研究显示冠心病

组
R"

水平低于对照组#提示
R"

水平下降可能参与了绝经前

女性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本研究显示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单支病变发生率高#且

多累及前降支#与国内报道一致*大量研究表明前降支近中段

病变是心脏不良事件的预测因素*这可能与前降支血流供应

左心室前壁以及前间隔#该部位梗死易发生左心室重构#从而

影响收缩功能和电生理功能有关*另外#女性冠状动脉左主干

和前降支的血管与男性相比直径较小#并且这种差异独立于体

表面积#因此女性更容易发生左主干和前降支的病变/

!)

0

*作

者在临床中发现这类女性冠心病患者症状多不典型#主要表现

为乏力)背痛)呼吸困难等#通常将胸痛描述成上腹部饱胀感#

多使用情绪化词汇*其中
!

例心肌梗死患者在入院前并没有

胸痛的表现#仅仅觉全身乏力#这类患者的症状不典型可能与

解剖学及社会心理学上的差异相关*

综上所述#绝经前女性作为冠心病患者的一个特殊群体#

已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这部分人群的危险因素)临床特点)发病

机制的研究还不充分*本研究发现除冠心病的传统危险因素

外#绝经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可能存在体液免疫功能亢进#

96/

WSZ

水平升高及
R"

水平下降参与了
.[

的发生)发展*绝经

前女性冠心病患者多为单支病变且前降支受累常见#临床症状

不典型*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其结果可能存在偏倚#这一

结果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同时应为这些女性建立

更好的)全面的危险因素评价及制订合理的预防)诊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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