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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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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颗粒大小

及密度区分出的一种亚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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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K-@-/.

颗粒较小$直径约
&"=7

&(密度较大$接近
%()*

&#从

而更容易浸润血管内皮细胞#且易氧化#是致血管动脉粥样硬

化及心血管疾病的强危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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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

EK-@-/.

作

为一项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血脂水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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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总

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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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酰甘油$

B]

&(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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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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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呈正相关#与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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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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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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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预测冠心病危险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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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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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年

龄(性别(饮食(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实验室有必要根据

年龄(性别(饮食(地域的不同建立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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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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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疾病患病史及家族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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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

脂正常的人群资料#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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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中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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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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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样本均在空腹状态下采集血液标本#经

预处理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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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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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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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使用总胆固醇检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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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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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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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按照试剂盒分组的年龄段分组对比#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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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每个组样本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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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对本地健康人群

进行分组+收录本地区健康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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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区人群按试剂盒年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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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区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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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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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的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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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中

和各组中的分布都为非正态的偏态分布#在进行统计学描述时

采用四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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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组间比较时使用非参数检

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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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组间有差异后的两两比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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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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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正态分布样本参考区间的建立采用正态分布法#非正太分布样

本参考区间的建立采用百分位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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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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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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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试剂盒参考区间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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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区人群按北京九强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说明书参考区间分组后#采用非参数

检验的多个样本进行检验$

L?)())

&#说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分组后数据为非正太分布#采用百分位数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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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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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区间#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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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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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地区人群中的分

布情况#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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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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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所下降不相符+各年龄段分组的中位数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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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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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参考区间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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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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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经

统计学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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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发现#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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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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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的组合并后#采用百分位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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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相应的参考区

间#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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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区健康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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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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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

+相关研究证实#

EK-@-/.

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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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人群血清标本得出+本研究显示#湖北地区相同年

龄段健康人群的参考区间与试剂盒对比差异较大#因此#有必

要根据本地区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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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情况设定相应的参考区

间+通过本研究建立的参考区间受本实验室测定条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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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参考+本研究发现#湖北地区人群
EK-@-/.

水平随年龄

增加有增高趋势#与相关研究报道的
9)

岁以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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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所下降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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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小于
")

岁的人群中#男性的

EK-@-/.

水平高于同龄女性#年龄大于
*)

岁女性
EK-@-/.

水

平的增幅远高于相同年龄阶段的男性#

EK-@-/.

的表达和在

血清中水平的高低是否受激素水平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调查研

究+建立本地区的生物水平参考区间对个体化医疗发展有重

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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