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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目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尽早对患者

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评价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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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生物化学因子是临床早期诊断冠心病并判断其预后

的重要指标*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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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含硫氨基酸#可通

过多种生理生物化学反应诱发血小板聚集及凝血酶产生#造成

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

"

)

*脑钠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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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心室分泌#

检测
MUW

水平有助于判断冠心病患者病情进展及远期预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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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大的炎性因子在冠心病形

成'发展及预后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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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影响#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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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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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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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根

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冠心病组$至少
!

支冠状动脉狭窄大

于或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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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冠状动脉造影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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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组包括稳定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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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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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稳

定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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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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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初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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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冠状动

脉造影确诊*$

%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该院伦理医学委员

会批准*排除既往有心肌梗死病史者'瓣膜病者'血运重建者'

心肌疾病者'左束支转导阻滞'心力衰竭'心肌炎'心肌感染'肺

动脉高压'射血分数小于
/+,

'肝肾功能衰竭者及合并恶性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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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血脂等#并根据身高'体质量计算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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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身高$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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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计测量血压#连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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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取平均值*使用罗氏生化分

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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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的血清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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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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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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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存#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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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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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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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对照组血浆
J9

5

水平#试剂盒由挪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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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酶联分析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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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荧光全自动化生

化分析仪测定#试剂盒由上海超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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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凝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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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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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QOV-

法测定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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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盒购于美国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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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仪器为美国
MA1.̂:)

公司

提供的全自动酶标仪#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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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每处

病变积分狭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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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部位则为病变积分总和*冠心病组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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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四分位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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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统计描述以
DH: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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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多组比

较采用
QVF.5

分析*计数资料统计描述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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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冠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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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7:=21;

相关分析%影响冠心病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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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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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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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冠心病严重程度的
Q1

D

A23A9

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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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史
$#++' $#!/+ $#%'* $*'% !#&+' !#%"'

!

+#!"' $#(+"

高血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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