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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地区表观健康人群同型半胱氨酸参考区间的建立"

刘
!

彤&

!马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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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邦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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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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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学院!辽宁大连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大连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表观健康人群同型半胱氨酸"

3Ug

#的水平!初步建立大

连地区表观健康人群
3Ug

参考区间$方法
!

使用循环酶比色法检测
*(()

例体检健康人群血清
3Ug

水平!

根据性别&年龄分组"分为男女各
,

个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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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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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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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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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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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男女性
3Ug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不同年龄组组

间两两比较!发现男女的
3Ug

水平在年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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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

+)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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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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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这
+

个年龄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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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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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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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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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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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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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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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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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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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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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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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3Ug

参考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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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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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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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0

+

9>G

(

.

!

&

1'

岁为
,41*

"

&,4(+

+

9>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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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大连地区表观健康人群的

3Ug

的参考区间与年龄&性别均有关系!因此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性别建立各自的参考区间!对于临床有一定

参考意义$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表观健康人群)

!

循环酶比色法)

!

参考区间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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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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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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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

3Ug

%是蛋氨酸和半胱氨酸的代

谢产物#是人体内的一种含硫氨基酸*如今已经证实

3Ug

是一种血管损伤性氨基酸#高
3Ug

是心脏)外

周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

*高
3Ug

血症与糖

尿病并发的肾病具有相关性#动态监测血清
3Ug

和

尿微量清蛋白对糖尿病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

'

*血清

3Ug

水平升高是脑卒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如果

3Ug

水平过高#也会提高脑卒中的危险性&

+/(

'

*因此

血清
3Ug

对身体健康水平评估及临床疾病的诊治)

预后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为止#国内外对
3Ug

水

平的流行病学方面的探讨研究比较多#其参考区间的

分析相对较少*且大多数医院在进行检测时选择以

试剂说明书上的参考范围为标准#忽略了对不同地

域)年龄)民族等差异性的分析*本研究采用循环酶

比色法检测体检
*(()

例表观健康人群#检测其血清

3Ug

水平#探讨性别和年龄对
3Ug

水平的影响#初

步建立大连地区表观健康人群
3Ug

参考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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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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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大连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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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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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体检健康人群的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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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西门子
$#V%$*(''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试剂包括
3Ug

体外诊断试剂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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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品及质控品#均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4'

!

方法

$4'4$

!

标本的选取
!

对体检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人员通过查看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的报告进行

筛选#能够同时满足以下多种要求方为合格标本&

1

'

*

纳入标准!$

&

%自觉健康($

*

%无下列疾病#包括糖尿

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

能减退)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疾病)心脏病)肝硬化)胆

石病)肺炎)肺结核)贫血)白血病)肌病)肥胖&体质量

指数$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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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和消瘦$

[R%

$

&-41S

8

"

9

*

%

等($

+

%

*

周内未服用药物#

(

个月内未参加过献血)输

血等活动#

,

个月内未进行手术($

(

%无酗酒$长期饮酒

或
*

周内大量饮酒%)嗜烟$吸烟量
%

*'

支"天%)营养

不良)素食($

1

%近期无剧烈运动或重体力劳动($

,

%女

性未处于妊娠或哺乳期*排除标准!$

&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

-'N

"

.

($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N

"

.

($

+

%

./

2

/

谷氨酰基转移酶
%

-'N

"

.

($

(

%三酰甘油
&

*4*,99>G

"

.

($

1

%总胆固醇
&

,4**99>G

"

.

($

,

%空腹

血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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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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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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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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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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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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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血红蛋白
$

&*'

8

"

.

#女性

血红蛋白
$

&&'

8

"

.

($

&&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丙型肝

炎病毒抗体阳性)艾滋病抗体阳性*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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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的采集与处理
!

受检者空腹
&*F

后晨起

抽取静脉血*使用真空采血管取静脉血
(9.

#室温

下静置
+'9?:

后离心$

+1''=

"

9?:i19?:

%#将血清

分装于
&4'9.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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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

Y-'Z

冰箱里冻

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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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检测
!

3Ug

检测按说明书进行参数设

置#使用校准品获得校准曲线#每批次进行两水平室

内质控检测#保证仪器处于在控状态*将冷冻的血清

室温放置
&F

溶解#反复混匀#上机检测#获得
3Ug

检测结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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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对数据进行处理*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

D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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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采用非参数
b=H@S<G/f<G/

G?@$

检验*

3Ug

参考区间的建立用
"

*T1

和
"

)0T1

计

算
)1]

的参考区间*以
"

$

'4'1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4$

!

剔除数据中异常值
!

用
"\""**4'

软件对
*(()

个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得到的标准化
3Ug

数值

中绝对值大于
*

的异常值舍弃#经过处理剔除了
&'*

个异常值*最后#男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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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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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g

水平性别)年龄差异分析
!

结果显示#大

连地区表观健康人群的
3Ug

水平在男女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

$

'4'1

%*且不论

男女性#血清
3Ug

水平的均表现为年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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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到年龄
&

+'

"

+)

岁时降低#

('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

大而逐渐升高*采用非参数
b=H@S<G/f<GG?@$

检验#

对男)女性人群的
,

个年龄组分别进行两两比较#不

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检测结果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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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性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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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与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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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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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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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个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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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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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段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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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

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值均小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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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与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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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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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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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这
+

个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4''(

)

'4''&

)

'4''*

%*同时#经分析得到#男)女性的
3Ug

水平在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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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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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可

以合并参考区间(年龄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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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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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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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0'

岁这
+

个年龄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可以合并参考区间*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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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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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性别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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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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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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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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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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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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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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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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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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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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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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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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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岁
&+40*

$

&*4+-

#

&14(,

%

&'40-

$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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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各年龄段的参考区间
!

经分析得到#男性

年龄
&

*'

"

()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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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3Ug

参考区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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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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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9>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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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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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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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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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3Ug

参考区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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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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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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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讨
!!

论

!!

3Ug

属于蛋氨酸循环中的中间产物#是一种含

巯基的非必需氨基酸&

(

'

*

3Ug

本身并不参与到蛋白

质的合成过程中#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人体血浆中

3Ug

的水平很低*但是#作为一种反应性血管损伤

性氨基酸#任何导致其代谢所需酶或相关因子缺陷以

及代谢物的异常均会对人体血浆中
3Ug

的水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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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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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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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如果它在血液中标准数值高于
&'9>G

"

.

#就会

对血管产生危害*

研究表明#

3Ug

可通过抑制一氧化氮合成或者

氧自由基产生#是一种对血管内细胞有直接毒性作用

的物质#可见
3Ug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它的

异常参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

*

3Ug

水平检测对

判断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程度)预测心脑血管事件的危

险有重要的价值#临床还可以指导高危人群通过饮食

和药物控制
3Ug

的水平#以控制)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风险&

,/0

'

*同时也有试验结果显示#高
3Ug

血

症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病具有相关性&

-/)

'

*

[2g"!W

等&

&'

'研究
&'1

例曾发生过脑梗死的患者#结果显示脑

梗死患者发病前的血浆
3Ug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2N"3!g

等&

&&

'表明
3Ug

除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

之外#还具有致病效应#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

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1]

的
*

型糖尿病患者伴

有高
3Ug

血症#而在糖尿病肾病)视网膜以及心血管

并发症的患者中更为显著&

&*/&+

'

*以上研究结果均表

明#

3Ug

和其他相关指标联合作用与某些疾病有关#

例如脑出血)糖尿病肾病)老年痴呆症等#

3Ug

值的

改变在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明显的变化#因此

可作为某些疾病的诊断与不良事件预测指标&

&(

'

*通

过文献已经得知#各个地区人群的
3Ug

值并不相

同&

&1/&,

'

*分析相关原因#可能不同的性别)民族)年龄

的研究对象受到环境和遗传因素的影响#血浆
3Ug

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本研究采用循环酶比色法

检测标本的
3Ug

水平#由相关参考文献得知循环酶

法检测
3Ug

的方法性能验证#符合临床要求&

&0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0

例的血清
3Ug

水平不符

合正态分布$

"

$

'4'1

%#男女
3Ug

水平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4'1

%(各个年龄组组间比较显示#男

女性
3Ug

水平在年龄
&

*'

"

*)

岁)

&

+'

"

+)

岁)

&

('

"

()

岁这
+

个年龄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在年龄
&

1'

"

1)

岁)

&

,'

"

,)

岁)

%

0'

岁这
+

个年龄段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因此男

性
3Ug

参考区间!

&

*'

"

()

岁为
-4&*

"

*(4'-

+

9>G

"

.

#

&

1'

岁为
-40+

"

*&41+

+

9>G

"

.

(女性
3Ug

参考区间!

*'

"

()

岁为
14-(

"

&0400

+

9>G

"

.

#

&

1'

岁

为
,41*

"

&,4(+

+

9>G

"

.

*

3Ug

水平与检测的试剂)仪器均有关系#本研究

数据仅供参考#希望以上结果能够对大连地区人群的

体检报告)疾病的诊断及鉴别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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