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杂志#

'+&C

#

(

$

&@

&!

'(,9'(B)

,

'

- 王万灵#王灵#王振华#等
)

毒蛇咬伤患者早期使用抗菌药

物的对比研究,

R

-

)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C

#

&*

$

'C

&!

&+*9

&+,)

,

(

- 刘永丽#李进元#黄仲敏
)

季德胜蛇药联合莫匹罗星软膏

外敷治疗蝮蛇咬伤,

R

-

)

湖北医药学院学报#

'++B

#

'A

$

,

&!

,+')

,

*

- 刘婉嫣#金雪玉
)

自制中药治疗蝮蛇咬伤
A*

例临床观察

,

R

-

)

中外医疗#

'+&+

#

'B

$

'A

&!

A@)

,

C

- 张建波
)

北方地区蝮蛇咬伤后脏器损伤及凝血系统影响

研究,

S

-

)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

'+&')

,

,

- 朱磊
)

中西医结合治疗毒蛇咬伤
B(

例回顾分析,

S

-

)

南

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B)

,

@

- 赵益明#周玉玲#刘幼卿#等
)((

例毒蛇咬伤患者的急救与

护理,

R

-

)

云南医学#

'+&+

#

(&

$

(

&!

(*A9(*B)

,

A

- 盛赣华#季冲#胡先德#等
)

中西医结合治疗毒蛇咬伤
&

(@,

例报告,

R

-

)

蛇志#

'+&(

#

'C

$

&

&!

',9'A)

,

B

- 宾文凯#贺华#沈严严#等
)

蝮蛇咬伤患者肌酸激酶和肌钙

蛋白
/

的变化与心功能相关性研究,

R

-

)

蛇志#

'+&(

#

'C

$

'

&!

&+'9&+*)

,

&+

-周小香#冯丽钦#梁艳娉#等
)

赛肤润治疗可达龙致静脉炎

的疗效观察,

R

-

)

护理研究#

'+&'

#

',

$

(

&!

A&(9A&*)

,

&&

-钟翠娜#许锦欢#欧阳婉君#等
)

赛肤润联合水胶体敷料治

疗化疗性静脉炎的效果观察与护理,

R

-

)

护理实践与研

究#

'+&(

#

&+

$

C

&!

,+)

,

&'

-彭细果#徐生红#彭力平#等
)

不同赋形剂调制活血化瘀药

外敷疗效的研究进展,

R

-

)

湖南中医杂志#

'++,

#

''

$

(

&!

&+*9&+C)

$收稿日期!

'+&A9+C9'&

!!

修回日期!

'+&A9+A9&A

&

#

!

通信作者#

Y9L%:I

!

BB+,+(&@

!VV

)<GL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1%

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E'

在子痫前期的应用价值研究

刘
!

倩!兰
!

静!高
!

铮!赵
!

丹#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东院妇产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E'

"

Q

P

90QE'

%在子痫前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的孕妇
,(

例!其中正常妊娠组
(&

例!子痫前期组
('

例!轻度

子痫前期组
&C

例!重度子痫前期组
&@

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血清指标!非条件
QG

7

:;$:<

逐步回归分析子

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

子痫前期组总胆固醇"

F!

%'三酰甘油"

F_

%'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QSQ9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QSQ9!

%'游离脂肪酸"

`̀ E

%和动脉硬化指数"

E/

%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bSQ9!

%显著低于正常妊娠组"

D

$

+)+C

%#子痫前期组
Q

P

90QE'

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

D

$

+)+C

%#

Q

P

90QE'

和
F!

'

F_

'

QSQ9!

呈正相关!和
bSQ9!

呈负相关"

D

$

+)+C

%#

Q

P

90QE'

'

F_

和
QSQ9!

是子痫前期

的独立危险因素"

D

$

+)+&

%!

bSQ9!

是子痫前期的保护因素"

D

$

+)+&

%&结论
!

子痫前期中存在脂质代谢紊

乱!高
Q

P

90QE'

水平可作为子痫前期预测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E'

#

!

子痫前期#

!

高密度脂蛋白#

!

低密度脂蛋白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9B*CC

"

'+&A

%

'(9(,+A9+(

!!

子痫前期是在患者妊娠
'+

周后所发生#在临床

上主要表现为高血压与蛋白尿等妊娠阶段特有的#在

初产妇和经产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病率分别为
(Z

"

@Z

和
&Z

"

(Z

,

&

-

(该疾病起病急#且无显著前驱症

状#疾病发生后#是妊娠晚期)产后患者死亡的主要因

素之一,

'

-

(目前在临床上诱发子痫的原因及发病机

制还不够明确#在临床上诊断)预防及治疗上存在一

定的难度(子痫前期女性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糖代谢

异常)脂代谢异常(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E'

$

Q

P

9

0QE'

&是一种特定的非依赖性的磷脂酶#在调节低密

度蛋白上起到一定作用,

(

-

(而
Q

P

90QE'

是否参与子

痫前期的发生发展#相关文献报道较少(本研究中探

讨了子痫前期中脂代谢紊乱和
Q

P

90QE'

水平的相关

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的孕妇
,(

例#其中正常妊

娠组
(&

例#年龄
&A

"

(@

岁#平均$

'@)A&l*)&C

&岁%

孕周
(C

"

*+

周#平均$

(B)*l&)&

&周(子痫前期组患

者
('

例#其中轻度子痫前期组
&C

例#年龄
'&

"

(B

岁#平均$

'B)''lC)C'

&岁%孕周
(A

"

*+

周#平均

$

(A)@l+)@

&周%重度子痫前期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l*)'C

&岁%孕周
('

"

(B

周#平均

$

(@)C(l&)@'

&周(轻度子痫诊断标准,

*

-

!妊娠
'+

周

后血压$

0̂

&

(

&*+

"

B+LL b

7

#尿蛋白
(

+)(

7

"

'*J

#

上腹部不舒适#头部有疼痛症状(重度子痫诊断标

准,

C

-

!妊娠
'+

周后
0̂

(

&,+

"

&&+LL b

7

#尿蛋白
(

')+

7

"

'*J

#或血清肌酐
%

&+,

+

LGI

"

Q

#或血小板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

Q%2"#3!I:5

!

S#<#L2#K'+&A

!

8GI)&C

!

-G)'(



&)+i&+

&&

"

Q

#或谷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水平上调#或有持续性头痛#或持续上腹不适(

入组研究对象均无内外科相关疾病#即慢性高血压)

肝肾功能损坏#以及其他可以影响患者血脂代谢的疾

病等#体质量指数$

"̂/

&正常#无其他妊娠并发症#未

进入产程#均已剖宫产结束分娩(

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一致同意#全部研究

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详细地了解研究的基本

内容(

$)/

!

方法
!

对产妇的基本情况进行收集#包括年龄)

身高)收缩与舒张压)孕产数)孕周及
"̂/

等信息(

孕妇入院后空腹
A

"

&'J

#抽取静脉血
*LQ

#

(+++K

"

L:5

#离心
&CL:5

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Q/=E

&检测
Q

P

90QE'

$美国
>jS

公司&(应用生

化分析仪对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

F!

&)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QSQ9!

&)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QSQ9

!

&)三酰甘油$

F_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bSQ9!

&和

游离脂肪酸$

`̀ E

&进行检测(利用所得出的血脂结

果对动脉硬化指数$

E/

&进行计算#公式为
E/]

$

F!

水平
9bSQ9!

水平&"

bSQ9!

水平,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A)+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Ol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
0#%K;G5

相关分析%采用多因

素
QG

7

:;$:<

回归分析子痫前期的危险因素(以
D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

*

组研究对象的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D

%

+)+C

&%子痫前期组

收缩)舒张压和新生儿体质量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重度子痫前期组和轻度

子痫前期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和新生儿体质量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见表
&

(

/)/

!

各组血脂水平比较
!

子痫前期组
F!

)

F_

)

8QSQ9!

)

QSQ9!

)

`̀ E

和
E/

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

bSQ9!

显著低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D

$

+)+C

&%重度子痫前期组
F!

)

F_

)

8QSQ9!

)

QSQ9

!

)

`̀ E

和
E/

显著高于轻度子痫前期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D

$

+)+C

&(见表
'

(

表
&

!!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

OlF

%

组别
) "̂/

$

W

7

"

L

'

& 收缩压$

LLb

7

& 舒张压$

LLb

7

& 新生儿体质量$

W

7

&

正常妊娠组
(& 'A)(Bl()'( &&@),AlB)*& @()AAl,)'( ()(+l+)(C

子痫前期
(' (&)B,l*)'(

&*@)&Al&&)B&

"

BA),Al,)A&

"

')@@l+)*&

"

轻度子痫前期
&C (+)'Bl()C, &**)@'l,),C BC)'&l,)@C ()+(l+)(@

重度子痫前期
&@ (+)@@l*)(*

&,*)*ClA)*B

2

&++)+&l@)&*

2

'),*l+)'B

2

!!

注!与正常妊娠组比较#

"

D

$

+)+C

%与轻度子痫前期组比较#

2

D

$

+)+C

表
'

!!

各组血脂水平比较#

OlF

%

组别
) F!

$

LLGI

"

Q

&

F_

$

LLGI

"

Q

&

8QSQ9!

$

LLGI

"

Q

&

QSQ9!

$

LLGI

"

Q

&

bSQ9!

$

LLGI

"

Q

&

`̀ E

$

LGI

"

Q

&

E/

正常妊娠组
(& C)'&l+)B@ ')*Bl+)@B &)&(l+)(, ()+'l+)C, &)B&l+)*@ ,&()'*l'@*)@, &)AAl+)@C

子痫前期
('

,)ACl&),B

"

()B&l&)(+

"

&)A(l+)*A

"

*)'Cl&)&'

"

&),(l+)C+

"

@CB)&&l(,,)&'

"

()+Al&)((

"

轻度子痫前期组
&C C)BBl&)'@ ()&Al+)@* &)CAl+)(& ()CCl+),& &)A&l+)*C ,CB)CAl(,A)A& ')*+l&)+A

重度子痫前期组
&@

@),&l&),@

2

*)C,l&)(,

2

')+Cl+)C+

2

*)A,l&)&&

2

&)*Bl+)C+

A*,)&&l(C+)BB

2

(),@l&)',

2

!!

注!与正常妊娠组比较#

"

D

$

+)+C

%与轻度子痫前期组比较#

2

D

$

+)+C

/)'

!

各组
Q

P

90QE'

比较
!

正常妊娠组血清
Q

P

9

0QE'

为$

&,)@Bl,)BB

&

+

LGI

"

Q

#子痫前期组
Q

P

9

0QE'

为$

(+)C,lB)*C

&

+

LGI

"

Q

#子痫前期组
Q

P

9

0QE'

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轻度子痫前期组
Q

P

90QE'

为$

',)(AlB)*B

&

+

LGI

"

Q

#重度子痫前期组
Q

P

90QE'

为$

(*)*,l&+)

,B

&

+

LGI

"

Q

#重度子痫前期组
Q

P

90QE'

显著高于轻度

子痫前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C

&(

/)1

!

Q

P

90QE'

和其他指标相关性分析
!

Q

P

90QE'

和
F!

呈正相关$

9]+)CC&C

#

D

$

+)+C

&%

Q

P

90QE'

和

F_

呈正相关$

9]+)C(B(

#

D

$

+)+C

&%

Q

P

90QE'

和

QSQ9!

呈正相关$

9]+)@+B'

#

D

$

+)+C

&%

Q

P

90QE'

和
bSQ9!

呈负相关$

9][+)*,,*

#

D

$

+)+C

&(

/)2

!

子痫前期相关因素
QG

7

:;$:<

回归分析
!

经过

QG

7

:;$:<

回归分析发现#

Q

P

90QE'

)

F_

和
QSQ9!

是子

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D

$

+)+&

&#

bSQ9!

是子痫前

期的保护因素$

D

$

+)+&

&(见表
(

(

表
(

!!

子痫前期相关因素的
QG

7

:;$:<

回归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4%I3

!

'

D -Q BCZ=,

Q

P

90QE' +)CB+@ +)+B@ 'A)*AA

$

+)+&&)A+, &)*B,

"

')&A+

F_ +)((&C +)+A* &A),+(

$

+)+&&)(B* &)&AC

"

&),*+

QSQ9! +)',&+ +)+@' '&)++,

$

+)+&&)'BB &)&(+

"

&)*B(

bSQ9! [&)B++A +),*B @)&,*

$

+)+&+)&C+ +)+*(

"

+)C(&

'

!

讨
!!

论

!!

子痫前期是妊娠阶段患者特发的疾病#它的基础

'

B+,(

'

检验医学与临床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

Q%2"#3!I:5

!

S#<#L2#K'+&A

!

8GI)&C

!

-G)'(



病理变化是全身性的小血管痉挛#引发管腔内部狭

窄#周围存在的阻力加大#提高其通透程度#渗出患者

蛋白质与体液#在临床上一般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

血液浓缩及水肿等,

@

-

(子痫前期的生理变化由全身

小血管痉挛导致的全身各脏器灌流减少(子痫前期

患者容易并发多种疾病$如脑血管意外)心力衰竭)胎

盘早剥)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从而导致患者及胎儿

严重损伤#严重者导致死亡,

A9B

-

(

对子痫前期确切病因及发病机制相关的研究为

妇产科领域探讨的主要内容#相关学者对发生子痫前

期的影响因素及发病机制存在着不同的分歧#主要有

胎盘缺血及氧化应激学说)脂质代谢紊乱学说)血管

内皮损伤学说)胰岛素抵抗学说)免疫学说)炎症学

说)营养不良学说)遗传学说等,

&+9&&

-

(本研究中#通过

将子痫前期组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得出子痫前期组血

清
F!

)

F_

)

E/

)

8QSQ9!

)

`̀ E

)

QSQ9!

高于正常妊娠

组#

bSQ9!

降低#在研究中得出子痫前期患者内部脂

质代谢过程异常#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有研究显

示#孕
&+

"

'+

周即可测得孕妇
F_

)

F!

)

QSQ9!

和

8QSQ9!

显著高于怀孕前#表明妊娠期女性在妊娠早

期已经存在一定的脂代谢紊乱,

&'

-

(妊娠期间脂代谢

增高可用于满足胎儿生长发育#但过度的升高将呈现

出血管内皮功能性紊乱)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敏感性

降低等病理特征#进一步导致患者子宫胎盘受到伤

害#在交换母胎功能上减退#对胎儿生长发育上起到

不良影响,

&(

-

(

目前#子痫前期尚无统一有效的诊断标准(而临

床子痫前期经确诊时#母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伤

害(该病的诊断方法包括翻身试验)利用超声波对子

宫动脉血流)血清钙)血清尿酸)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

9b!_

&等进行检测#但灵敏度)特异度均不高(

Q

P

9

0QE'

是磷脂酶
E'

超家族中的一员#在血液中大部

分与通过载脂蛋白
^

与低密度脂蛋白结合#少部分结

合于高密度脂蛋白或密度较低的脂蛋白(体外研究

显示
Q

P

90QE'

能与高密度脂蛋白结合#参与抗炎和

抗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

-

(本研究中#子痫前期组
Q

P

9

0QE'

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

D

$

+)+C

&#

Q

P

90QE'

和

F!

)

F_

和
QSQ9!

呈正相关$

9]+)C(B(

#

D

$

+)+C

&#

与
bSQ9!

呈负相关$

9][+)*,+*

#

D

$

+)+C

&#且
Q

P

9

0QE'

是子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周宇恒,

&C

-研究

中也发现子痫患者血清
Q

P

90QE'

较健康孕妇升高#

且在产后持续升高#其推断可能是由于孕期脂代谢异

常导致单核细胞产生代谢记忆有关(而洪岩,

&,

-的研

究中指出血清
Q

P

90QE'

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

"Fb̀ >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可能是导致

子痫前期发病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子痫前期中存在脂质代谢紊乱#

Q

P

9

0QE'

水平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密切相关#高
Q

P

90QE'

水平可作为子痫前期预测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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