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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6.Z5

+

在脑梗死中的作用及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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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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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的影响

刘春苗!周艳辉#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
5

+

"

6.Z5

+

$在脑梗死中的作用及对细胞外基质蛋白
5

纤维素连接蛋白整合素受体
+

,

&

%

%

+

V

&

'

表达的影响&方法
!

选择海口市人民医院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1*

例!同时纳入脑梗死缓解期患者
1*

例!

1*

例健康体检者设

为对照组&分别采用
WTOI/

法和流式细胞仪检测
6.Z5

+

%

+

,

&

%

%

+

V

&

'

的表达情况&结果
!

脑梗死急性期
6.Z5

+

%

+

,

&

%

和
+

V

&

'

水

平高于脑梗死缓解期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脑梗死缓解期患者和对照组
6.Z5

+

%

+

,

&

%

和
+

V

&

'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6.Z5

+

阻断后脑梗死急性期患者培养细胞上清液中
6.Z5

+

%

+

,

&

%

和
+

V

&

'

水平明显低于
6.Z5

+

阻断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经
6.Z5

+

刺激后!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

HNUW!

$中
+

,

&

%

和
+

V

&

'

的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同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6.Z5

+

呈高表达!

6.Z5

+

对脑梗死急性期脑血管新生起

促进作用!其可能机制是上调
+

,

&

%

%

+

V

&

'

的表达&

关键词"脑梗死#

!

急性发作#

!

肿瘤坏死因子
5

+

#

!

细胞外基质蛋白
5

纤维素连接蛋白整合素受体#

!

脑血管新生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5&1,,

"

$*%4

$

%*5%1&&5*'

!!

脑梗死发作时#机体可出现脑部缺血*灌注不足#脑组织因

缺氧可引起神经功能缺损#并致缺血脑组织坏死#机体病情恶

化(

%5$

)

'脑梗死具有发病率*致残率高的特点#在中国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给社会及家庭造成沉重负担(

'51

)

'脑梗死急性期患

者普遍存在炎性反应重等特点#其中肿瘤坏死因子
5

+

$

6.Z5

+

&

在炎症发生过程中起重要调节作用#对患者神经功能损伤起促

进作用'脑梗死发作时机体可出现脑血管的新生#脑血管的新

生对患者预后及病情进展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研究显示#

6.Z5

+

在脑梗死发作时脑血管新生的过程中起一定的调节作

用'

+

,

&

%

*

+

V

&

'

是细胞外基质蛋白
5

纤维素连接蛋白整合素受

体#可参与脑血管的新生(

,5)

)

'本研究通过检测脑梗死急性期

患者标本中
6.Z5

+

*

+

,

&

%

*

+

V

&

'

的表达情况#旨在探讨
6.Z5

+

在脑梗死中的作用及对
+

,

&

%

*

+

V

&

'

表达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收

治疗的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4($+S)(&$

&岁%其中男
$1

例#女
%)

例'选择脑梗死缓解期

患者
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S)(,)

&岁%其中男
$$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TFPU98!@D>

!

UF

A

$*%4

!

V7@(%1

!

.7(%*



例#女
%+

例'同时选择
1*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S)('&

&岁%其中男
$'

例#女
%4

例'所有患

者均符合脑梗死的诊断标准(

45+

)

'

'

组研究对象年龄*性别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本研究均获得研究对象本

人及其监护人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获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通过'

$(/

!

方法
!

用真空干燥管抽取空腹静脉血
1BT

%

1 ]

环境

下#以
',**C

"

BD>

离心
%*BD>

后提取离心后的血清'常规分

离外周血单核细胞$

#NU!E

&#调整细胞至每毫升
%i%*

, 个#加

入
%**

$

=

"

BT

的植物血球凝集素#

'4 ]

孵箱$

,2!Y

$

&中培

养%

#NU!E

采用水平为
%*

$

=

"

BT

的兔抗人
6.Z5

+

单克隆抗

体$

6.Z5

+

阻断剂&处理
)<

后#收集上清液#于
f$*]

保存待

测'

$(/($

!

6.Z5

+

*

+

,

&

%

和
+

V

&

'

的检测
!

采用双抗体夹心
WTOI/

法检测血清
6.Z5

+

*

+

,

&

%

和
+

V

&

'

#试剂盒购自德国
cO/0W.

公

司#按说明书操作'酶标仪由美国
/

??

@D98ND7E

A

E:9BEP

A

TDM9

公

司生产'

$(/(/

!

流式细胞仪检测
+

,

&

%

和
+

V

&

'

的表达
!

人脑微血管内

皮细胞 $

HNUW!

&购自德国
cO/0W.

公司#置于液氮中保存

待测'试验时取对数生长期的
HNUW!

于
'4]

水浴中解冻'

待处理后于恒温箱中
'4]

恒温培养'消化后调整细胞水平至

每毫升
%i%*

1 个#将悬液接种于
)

孔板中#待细胞贴壁生长后

加入
%*>

=

"

BT6.Z5

+

$对照组加二甲基亚砜&#并分别于
)

*

%$

*

$1<

后终止培养'消化处理后#分别加入荧光标记的一

抗#

'4]

孵育
'*BD>

#离心#采用美国
/

??

@D98ND7E

A

E:9BEP

A

TDM9

公司生产的流式细胞仪检测经
6.Z5

+

刺激后
HNUW!

中

+

,

&

%

和
+

V

&

'

表达的水平'全部数据经
N-Z/!I!F>:7

*

流式

细胞仪检测#每管样品检测
%****

个细胞#获得的数据用

!WTTcJ9E:

软件分析'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II%)(*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
O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执行

I.d5

Q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研究对象
#NU!E

中
6.Z5

+

*

+

,

&

%

和
+

V

&

'

的水平比

较
!

脑梗死急性期
6.Z5

+

*

+

,

&

%

和
+

V

&

'

水平高于脑梗死缓解

期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组研究对象两

两比较时#检验水准
+

3*(*,

"

'3*(*%4

&%脑梗死缓解期和对

照组
6.Z5

+

*

+

,

&

%

和
+

V

&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
#NU!E

中
6.Z5

+

#

+

,

&

%

!!!

和
+

V

&

'

的检测水平比较%

OS-

&

组别
( 6.Z5

+

$

?=

"

BT

&

+

,

&

%

$

>

=

"

BT

&

+

V

&

'

$

?=

"

BT

&

脑梗死急性期组
1* 1$(')S)(%+ %4(4&S'(4, $*%(',S$1(',

脑梗死缓解期组
1* 1($+S%(%)

"

'(%$S%(*$

"

%*%($+S$*(%+

"

对照组
1* '()$S%(*&

"

$(4%S*(&%

"

&,(')S%$(4&

"

S '*(+$ 1*($+ ,*($4

! *(*** *(*** *(***

!!

注!与脑梗死急性期组比较#

"

!

%

*(*,

'

/(/

!

6.Z5

+

阻断前后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6.Z5

+

*

+

,

&

%

和

+

V

&

'

水平比较
!

6.Z5

+

阻断后脑梗死急性期患者培养细胞上

清液中
6.Z5

+

*

+

,

&

%

和
+

V

&

'

水平明显低于
6.Z5

+

阻断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6.Z5

+

阻断前后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

6.Z5

+

#

+

,

&

%

和
+

V

&

'

水平比较%

OS-

&

时间
6.Z5

+

$

?=

"

BT

&

+

,

&

%

$

>

=

"

BT

&

+

V

&

'

$

?=

"

BT

&

6.Z5

+

阻断前
1$(')S)(%+ %4(4&S'(4, $*%(',S$1(',

6.Z5

+

阻断后
$)(+%S1('4

"

%*($)S'(%,

"

%$+('&S%&(+)

"

? $+('4 %+(&$ ',(&*

! *(*** *(*** *(***

!!

注!与阻断前比较#

"

!

%

*(*,

'

/('

!

6.Z5

+

对
HNUW!

中
+

,

&

%

和
+

V

&

'

表达的影响
!

流式

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经
6.Z5

+

刺激后#

HNUW!

中
+

,

&

%

和

+

V

&

'

的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

1

组间两两比较#检验水准
+

3*(*,

"

13

*(*%$,

&'见表
'

'

表
'

!!

6.Z5

+

对
HNUW!

中
+

,

&

%

和
+

V

&

'

!!!

表达的影响%

2

(

OS-

&

组别
+

,

&

%

+

V

&

'

对照组
&&(&)S&($1 %*%(4$S%*()%

6.Z5

+

)<

组
%$&(&$S%*(,$

"

%'*(&1S%%(4,

"

6.Z5

+

%$<

组
%1'(4+S%%()1

"

%,*()&S%$(&1

"

6.Z5

+

$1<

组
%,+(&1S%1(%+

"

%)%(4,S%,()$

"

S '&(41 1$()1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

讨
!!

论

!!

脑梗死为常见心脑血管疾病#提示机体存在炎性反应及脑

部血管的重生(

&5%%

)

'本研究组通过检测脑梗死急性期患者中

6.Z5

+

的表达#并探讨
6.Z5

+

的不同表达状态$抑制或过表

达&对脑梗死患者
+

,

&

%

和
+

V

&

'

表达的影响#以探讨
6.Z5

+

对

脑梗死患者血管新生的影响'

+

,

&

%

和
+

V

&

'

是细胞外基质蛋白
5

纤维素连接蛋白整合素

受体'研究表明#

+

,

&

%

和
+

V

&

'

在脑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中起

重要作用#二者可以促进脑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并促进脑血

管的新生(

)

#

%$5%,

)

'但有关
+

,

&

%

和
+

V

&

'

表达的上游信号#即

+

,

&

%

和
+

V

&

'

表达的调节情况了解的并不多'本研究结果显

示#

6.Z5

+

*

+

,

&

%

*

+

V

&

'

的表达与脑梗死发作情况有关'

6.Z5

+

*

+

,

&

%

*

+

V

&

'

在脑梗死急性期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水平高于

脑梗死缓解期'表明脑梗死急性期患者脑内已发生血管新生'

这与
dCJ

?

D>E[D8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者在实验中亦

发现脑梗死患者在发病
'

!

18

后可出现明显的血管新生现

象#且发现脑梗死患者的脑内血管新生程度与患者预后及年龄

相关(

)

)

'年龄较大的患者血管新生较少#而预后较差的患者血

管新生亦同样较弱'

为探讨脑梗死急性期患者中
6.Z5

+

的表达对
+

,

&

%

*

+

V

&

'

表达的影响#本研究在试验过程中先阻断了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标本中
6.Z5

+

的表达#试验结果显示#在阻断
6.Z5

+

的表达

后#

+

,

&

%

*

+

V

&

'

的表达受到明显影响#其检测水平均呈现下降'

这与
dCJ

?

D>E[D8

等(

)

)的报道结果一致'表明脑梗死急性期患

者
6.Z5

+

的表达抑制对
+

,

&

%

和
+

V

&

'

的表达可产生显著影

响#可抑制
+

,

&

%

*

+

V

&

'

的表达#即对脑内血管的新生起抑制

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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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组亦对脑梗死急性期患者标本中
6.Z5

+

的表达进

行刺激#经刺激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

,

&

%

*

+

V

&

'

的表达情

况'结果显示#对
6.Z5

+

进行刺激后#

+

,

&

%

和
+

V

&

'

的表达明

显上调'且随着时间的变化#

+

,

&

%

和
+

V

&

'

的表达上调幅度不

断增加'这表明
6.Z5

+

的过表达可以促进
+

,

&

%

和
+

V

&

'

表达

的上调'即
6.Z5

+

的过表达可以促进脑梗死急性期患者脑内

血管的新生'

有关
6.Z5

+

对脑梗死急性期中
+

,

&

%

和
+

V

&

'

的表达情况

及对脑梗死急性期患者脑内血管新生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新意'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数较

小#且未对
6.Z5

+

*

+

,

&

%

*

+

V

&

'

等指标在脑梗死急性期患者脑

内血管新生过程中的具体信号通路进行深入探讨#今后本研究

组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6.Z5

+

呈高表达#

6.Z5

+

对

脑梗死急性期脑内血管新生起促进作用#其可能机制是上调

+

,

&

%

和
+

V

&

'

的表达'因此#临床上可通过干预
6.Z5

+

的表

达对脑梗死的发病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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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手术中胆道意外损伤的预防及临床处理

汪远焱!杨先海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人民医院普外科
!

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T!

$中胆道意外损伤的预防及临床处理方法&方法
!

收集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行
T!

患者
),$

例!根据术中是否并发胆道损伤!分为观察组
%1

例和对照组
)'+

例!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患者

胆道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
!

),$

例患者均成功行
T!

术!其中共有
%1

例出现胆道损伤!胆道损伤率为
$(%2

&术者经验%术中

明显出血%术中明显粘连%胆道异常结构%胆囊管长度及胆囊管切断顺序是
T!

胆道损伤的危险因素"

!

%

*(*,

$&结论
!

胆道损伤

是
T!

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重在预防!术者应加强锻炼操作技巧!术中应评估患者具体情况!一旦并发胆道损伤!应及时

发现并给予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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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T!

&具有手术视野好*创伤小*疼痛

轻*住院时间短*恢复快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疗

急*慢性胆囊炎手术的金标准术式'然而#随着腹腔镜技术不

断发展#

T!

术中胆道损伤的发生率并未显著降低#反而较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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