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主'

新生儿组
*%W=O

M

^

*

'PW=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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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M

^

*

&Ua=O

M

^

阳性率

明显高于其他
.

组#分别为
/+5+26

*

/.5,"6

*

/"5#76

*

!5!.6

'新生儿
O

M

^

抗体多来自母体#而孕妇感染
&U)*'

发

病不易发现#且目前尚无针对
*%W

*

'PW

*

&Ua

的有效疫苗#

孕产期女性在提高
&U)*'

检查的同时#应当加强卫生防护

措施#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降低
&U)*'

感染率#从而降低

新生儿感染率'

综上所述#山东地区儿童
&U)*'

感染率仍然较高#应当

加强育龄期女性
&U)*'

危害性的教育#提高孕前和孕期

&U)*'

检测#特别是血清学筛查#预防新生儿和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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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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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检测的临床意义"

曾
!

强!李元宽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检验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

'0

1

#检测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

院进行诊治的
!.#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选同期
+"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比较
.

组研究对象的血清
'0

1

$

叶酸$维生素
[

!.

水平%结果
!

研究组患者血清
'0

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而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则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

$

"5"7

#&研究组患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出率"

#+5,,6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5226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清
'0

1

上升!叶酸$维生素
[

!.

降低!说明高
'0

1

是原发性高血压的重

要危险因子!其检测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原发性高血压&

!

叶酸&

!

维生素
[

!.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2

!!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严重威胁健康#其发

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遗传因素或生活环境有关'高血压是

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处于进展状态的心血管疾病#会引起机体

与血管结构*功能的改变#因此治疗高血压疾病的原则在于尽

可能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

)

'目前#同型半胱氨酸

$

'0

1

%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0

1

能导致机体内皮细胞损伤#平

滑肌增生#血液稠度增加#与原发性高血压密切相关'现对原

发性高血压与
'0

1

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进行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

!

W:;5!#

!

X:5!2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

."!#..!"

%'



诊治的
!.#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组#均满足原发性高

血压的诊断标准#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5"8!!5/

%岁'另选同期
+"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

组#男
#7

例#女
!7

例#年龄
#7

#

$"

岁#平均年龄$

+25.8!!5$

%

岁'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继发性高血

压*肿瘤*巨幼细胞性贫血*甲状腺疾病*胃部疾病*急性感染#

以及研究期间服用维生素药物'

.

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性'

$5/

!

诊断标准

$5/5$

!

高血压诊断标准
!

根据-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诊断标

准!在未服用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
2

次对患者血压进行测量#

收缩压在
!#"99'

M

以上或舒张压在
/"99'

M

以上即可诊

断为原发性高血压'

$5/5/

!

高
'0

1

诊断标准
!

根据-高血压防治指南.以及营养

学会推荐的有关数据进行诊断!

'0

1

的参考值为
7

#

!7

!

9:;

"

<

#当
'0

1%

!7

!

9:;

"

<

诊断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5'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血浆
.

#

79<

于抗凝管中#分离血浆置于冰箱
!

."]

保存'采用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及荧光免疫法对
'0

1

*叶酸*维生素
[

!.

进行检测'正

常值范围!

'0

1

为
7

#

!7

!

9:;

"

<

*叶酸为
2

#

!,

!

M

"

<

*维生素

[

!.

为
!,#

#

$,$F

M

"

<

'

$51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研究对象的
'0

1

水平#观察
.

组研

究对象的叶酸和维生素
[

!.

的检测结果'

$5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3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
E8"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

$

$

"5"7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研究对象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研究组患者
'0

1

水

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均低于健康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E8"

%

组别 例数$

0

%

'0

1

$

!

9:;

"

<

%

叶酸

$

!

M

"

<

%

维生素
[

!.

$

F

M

"

<

%

研究组
!.# .75./8$5,2 #5+/8!5/+ ..$5+78!!$5+,

健康对照组
+" /5+.8.52# $5+/8.5,7 2.75$#8!+"5!2

: /5#/+! ,5!,,7 .5+,"$

$ "5"""" "5"""" "5""/$

/5/

!

.

组研究对象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出率结果比较
!

研

究组患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出
7$

例$

#+5,,6

%#健康对照

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出
7

例$

$522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_!#5,2.$

#

$

$

"5"7

%'

'

!

讨
!!

论

!!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中伴有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的原发性高血压被称为
'

型高血压'流行病学研究表

明#目前我国约有
!5$

亿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其中
2

"

#

伴有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

)

'随着动脉压的持续升高#造成机体动脉

血管壁出现硬化#影响组织器官循环#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如

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肾病*脑卒中*心力衰竭等#严重危害

生命健康'

原发性高血压被认为是某种先天遗传因素与多种生理性

因素#以及致病性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但有研究报道#

'0

1

升高也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

2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

究组患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出率$

#+5,,6

%明显高于健康

对照组$

$5226

%$

$

$

"5"7

%&而研究组血清
'0

1

水平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叶酸*维生素
[

!.

水平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

$

"5"7

%'说明
'0

1

与高血压的发病呈正相关关系#为降低原发

性高血压的危险程度#避免严重并发症#应对患者血清
'0

1

水

平进行定期检测(

#

)

'有研究还表明#

'0

1

水平升高的同时#存

在叶酸和维生素
[

!.

水平降低'

'0

1

属于含硫氨基酸的范畴#一般不通过饮食直接供给#

而是由机体的甲硫氨酸代谢而成'有学者曾指出
'0

1

与机体

动脉硬化的程度相关'近年来#关于
'0

1

与高血压关系的研

究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研究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能明显增加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率(

7

)

'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引起原发性高血压可能的原因!$

!

%

高
'0

1

的毒性作用#过高
'0

1

容易氧化形成过氧化物与氧自

由基#引起应激反应#进而致使血管内皮细胞凋亡#丧失功能#

造成动脉硬化程度加剧'$

.

%

'0

1

对内皮细胞舒张功能的损

伤'血管的舒张功能能够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如
XU

*

Y&

*

3̂ O

等舒张血管的物质#对血管紧张性的维持尤为重要'正常情况

下#内皮细胞受到各种理化因素影响后会松弛血管平滑肌'但

是由于
'0

1

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导致血管活性物质减少#

收缩因子进一步增强#血管扩张性减少#最终引起血压升高'

$

2

%

'0

1

促进血管平滑肌增殖(

+

)

'

'0

1

还可能通过炎性应激作

用#刺激
Y*

产生炎性介质*生长因子*黏附因子*趋化因子等'

正常的
Y*

会产生少许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及白细胞介

素
=$

#当机体内的
'0

1

水平过高#刺激氧化机制#使多种具有

毒性作用的低密度脂蛋白与氧自由基损伤
Y*

#造成
Y*

自溶*

脱落'黏附因子*趋化因子等附着在单核细胞上进入内膜组

织#并帮助单核细胞表面的受体表达#提取脂质#最终形成泡沫

细胞'而这些因子还会使得平滑肌细胞进行迁移*增殖*纤维

化#以及脂纹斑块的形成#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导致血压

升高(

,

)

'

叶酸*维生素
[

!.

是
'0

1

合成甲硫氨酸的重要辅助酶#两

者缺乏引起
'0

1

迅速增高#反之#适当摄入也会使
'0

1

降低#

且不论之前
'0

1

处于何种水平(

$

)

'有研究报道#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其叶酸和维生素
[

!.

与
'0

1

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

系#当机体补充叶酸与维生素
[

!.

后#

'0

1

会出现不同程度地降

低#提示绝大多数
'0

1

升高者#最可能就是缺乏叶酸和维生素

[

!.

(

/

)

'因此#临床对高血压伴有高
'0

1

患者进行降压治疗时#

也应对叶酸*维生素
[

!.

予以补充#健康者在生活中也要适当注

意该类营养的摄入#避免
'0

1

水平过高'

综上所述#

'0

1

水平在诊断和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具有

重要的临床价值'定期对中老年者进行体检#检测其
'0

1

*叶

酸与维生素
[

!.

水平#促使
'0

1

达标#对于防治该疾病有着重

要的临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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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活血蠲痹方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糖)

血脂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贾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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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益肾活血蠲痹方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Z3X

#患者血糖$血脂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方法
!

."!7

年
2

月开始收集该院门诊糖尿病并发
Z3X

患者!共
!,#

例!采用奇偶数数字表达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0_$+

#和观察组"

0_$$

#!均

常规用药控制血糖!对照组患者采用弥可保药物!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益肾活血蠲痹方内服!中药泡脚!连续
.

个月%

结果
!

观察组完成研究
$.

例!对照组
$"

例&观察组显效率
7.5##6

!总有效率
,+5$26

!高于对照组"

."5""6

!

7,5,"6

#!观察组

无效率"

.25!,6

#低于对照组"

#.57"6

#%治疗后观察组糖化血红蛋白"

'H-!0

#$总胆固醇"

&*

#$血管阻力指数"

PW)O

#低于治疗

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

组周围组织微循环血流灌注量"

3g

#$腓总神经运动转导速度"

%X*W

#$感觉转导速度"

PX*W

#高于治

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益肾活血蠲痹方治疗
Z3X

疗效肯定!可能与降低
'H-!0

$

&*

水平!改善组织灌注有关%

关键词"糖尿病&

!

周围神经病变&

!

益肾活血蠲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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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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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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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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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率为
!!6

#

!26

#年增长率约

76

(

!

)

'周围神经病变$

Z3X

%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发生率高

达
/"6

#有症状者常伴功能障碍#生命质量严重受损(

.=2

)

'糖

尿病
Z3X

治疗方法基本成熟#主要管理方法包括稳定控制血

糖*饮食控制*降压调脂#针对性给予对症治疗'西医药物治疗

还包括醛糖还原酶抑制剂*抗氧化剂*

Z3X

神经修复药物*神

经营养药物*改善微循环药物等#非药物治疗方法包括中频刺

激*高压氧等#疗效肯定#但存在药物不良反应#并且非药物治

疗普及率*接受率较低'中医诊治糖尿病
ZX3

历史悠久#认为

该病在肾#气滞血淤是主要病因'

%>BD

分析显示中西医结合

治疗糖尿病
Z3X

#可增进疗效#减轻症状(

#=7

)

'现探讨益肾活

血蠲痹方对
Z3X

患者血糖*血脂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评价方

剂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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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7

年
2

月开始收集患者#以该院门诊收治

的糖尿病并发
Z3X

患者'纳入标准!$

!

%临床按
T'U

标准确

诊为糖尿病#神经功能检查*临床症状体征诊断为
Z3X

'$

.

%

认知*精神正常'$

2

%未合并骨折等可能导致功能障碍而影响

本研究'$

#

%近
2

个月接受阿托伐他汀等调脂治疗'$

7

%近
!

个月手术及严重床上病史'$

+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酗

酒*化疗*下肢血管介入治疗史'$

.

%血管完全闭塞需手术治

疗'$

2

%血糖*高血压*高脂血症未获得控制'退出标准!$

!

%严

重不良反应'$

.

%医师要求终止研究'$

2

%采用计划外的治疗

策略'$

#

%依从性较差#如拒绝接受后续研究等'入选患者

!,#

例#采用奇偶数数字表达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0_$+

%和

观察组$

0_$$

%'对照组患者男
7+

例#女
2"

例#年龄
7#

#

,#

岁#平均年龄$

+#5!8+57

%岁&糖尿病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

,5.8.5!

%年&

Z3X

病程
!5"

#

+5#

年#平均病程$

25!8!5.

%

年&消化道症状
+.

例#下肢血管病变
#.

例'观察组患者男
7$

例#女
2"

例#年龄
77

#

,2

岁#平均年龄$

+25,8+5"

%岁&糖尿病

病程
.5#

#

!257

年#平均病程$

,578.5,

%年&

Z3X

病程
+

个月

至
+52

年#平均病程$

25.8!5+

%年&消化道症状
+!

例#下肢血

管病变
##

例'

.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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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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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均仍采用原有的药物治疗方案#控制血糖#包

括二甲双胍*阿卡波糖*胰岛素等#适量运动'$

!

%对照组!针对

ZX3

#联合弥可保(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2"$!.

#规格
"579

M

)治疗#口服
"57

毫克"次#

2

次"天#连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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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方案上#接受益肾活血蠲

痹治疗#配方如下!川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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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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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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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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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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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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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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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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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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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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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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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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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乌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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