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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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炎性反应及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的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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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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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炎性反应及血管内皮功能等指标的表达%方法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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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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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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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住院的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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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单纯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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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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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

<J

/

$&平均动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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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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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
Y:b

&

.:$

&

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3

$%与
,

组比较!

.

&

N

&

P'

组患者
I8?P%5

&

5@Z

&

<J

/

明显升高"

!

%

*(*3

$!

X4,

&

-4,

明显降低

"

!

%

*(*3

$!

.

组患者
P<W:

&

:,:

&

$Y

与
P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较
N

&

,

组明显升高"

!

%

*(*3

$#

.

组患者
4.5

与
N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较
P

&

,

组明显升高"

!

%

*(*3

$#

N

组与
P

组在
I8?P%5

&

5@Z

&

<J

/

&

X4,

&

-4,

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

组患者
I8?P%5

&

<J

/

&

5@Z

较
N

&

P

组明

显升高"

!

%

*(*3

$!

X4,

&

-4,

则明显降低"

!

%

*(*3

$%结论
!

高血压或高脂血症患者炎性反应较健康者严

重!血管内皮功能较差!且动脉僵硬程度明显#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比单纯高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患者炎

性反应更严重!血管内皮功能更差!动脉僵硬度更加明显!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更大!更加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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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增加#严重危

害健康#心脑血管疾病最基本的病理变化是动脉粥样

硬化#早期发现动脉粥样硬化并延缓其发展#是有效

预防和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手段)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目前有脂质

浸润学说*损伤反应学说*炎性学说*内皮功能学说

等)高血压及高脂血症在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是

否具有更加严重的动脉硬化状态#目前尚未见相关报

道)本研究观察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炎性反应*

血管内皮功能及动脉僵硬度的表达情况#探讨是否较

单纯高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患者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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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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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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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本院住院的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
&**

例$

.

组&#单纯高血压患者
3*

例$

N

组&#单纯高脂血症患者

3*

例$

P

组&#健康体检者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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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组平均年

龄$

3E(!f!(;

&岁#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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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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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平均年龄$

3"(!f!(;

&岁#其中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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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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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可比性)诊断

标准!$

!

&原发性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参照/中国高血

压防治指南$

&*!*

版&0!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

非同日
'

次测量血压#收缩压
&

!)*KK<

D

和$或&舒

张压
&

E*KK <

D

#或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

在使用降压药物#血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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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K <

D

#也可诊断为

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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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的诊断参照/中国血脂异常防

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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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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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符

合原发性高血压及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所有入组患

者高血压病程
&

!

'*

年)本研究征得所有研究对象

的知情同意#并取得本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排除标

准!继发性高血压%合并严重肺*肝*肾*脑部疾病%合

并糖尿病*冠心病*肿瘤*消化道疾病%合并严重血液

系统疾病%合并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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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

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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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蛋白$

I8?P%5

&*血流介导的血管舒张反应$

X4,

&*硝

酸甘油介导的血管舒张反应$

-4,

&*脉搏波转导速

度$

5@Z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肌酐$

P%

&*平

均动脉压$

4.5

&的检测#比较
)

组研究对象各指标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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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肝肾功能*血脂*

I8?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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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
!

采用促凝管采集受检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K:

#分离

血清后及时测定#检测仪器为
<O$.P<O?+!"*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血糖检测采用己糖激酶法#

.:$

检

测采用大生化速率法#

P%

检测采用
<445#

法#

$Y

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

P<W:

检测采用胆固醇氧化酶

法#

:,:?P

检测采用直接测定法#以上项目所用试剂

和校准品都使用日本和光纯药工业株式会社产品)

<J

/

和
I8?P%5

检测采用颗粒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

试剂和校准品均为德国德赛公司产品)以上所有实

验操作均按试剂说明书和原卫生部颁发的/全国临床

检验操作规程0执行#质控血清为英国朗道产品)室

内质控合格#同等条件下每个项目分别测试
'

次#取
'

次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后测量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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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功能检测
!

内皮血管功能检测指标

为
X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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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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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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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方法

进行数据检测)

)

组研究对象在血管舒张末期测量肱

动脉前后内膜之间的距离#分别测定基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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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应性充血值$

,!

&*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后$

,&

&

'

个血管

内径值)患者先休息
!*KAB

后测定
,*

水平#将血压

计袖带置于靶动脉远端进行反应性充血试验#充气加

压至
&**KK<

D

#

3KAB

时放气#

;*

!

E*8

内测
,!

%休

息
!*

!

&*KAB

#待肱动脉内径恢复至基础状态时#舌

下含服
*(3K

D

硝酸甘油#第
3

分钟再测
,&

)整个测

试过程中#超声探头始终处于固定位置)

X4,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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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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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为美国
YS

公司生产的
:WYOc+

型

彩色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
!*4<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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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波转导速度检测
!

记录研究对象的性

别*年龄*身高*体质量#静息
!3KAB

#平卧于检查床

上#四肢缚
)

个示波血压袖带#连接好肢导联心电图

电极#并将
!

个心音图
5PY

传感器放置在心电图胸

导联
Z)

的位置上#

)

个袖带同时充放气#同时监测

SPY

和
5PY

#在
&3i

室温下测定肱踝脉搏波传导速

度$

C=?5@Z

&作为评估动脉僵硬度指标#取左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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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检测仪器为北京百世贸易有限

公司制造的动脉硬化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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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研究对象坐位安静休息
3KAB

后

开始测量血压#选择定期校准的水银柱血压计#测量

坐位时的上臂血压#上臂应置于心脏水平#以柯氏音

第
!

音和第
3

音$消失音&确定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

连续测量
&

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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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Lf;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

验#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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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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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压及高脂血症的发病

率也越来越高#高血压*高脂血症均为心脑血管疾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

&?)

(

)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是否

可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危险进一步增加#目前相关

研究尚少)炎性反应*血管内皮功能受损*

5@Z

增加

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基本病理基础)本研究观察

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炎性反应*血管内皮功能*

5@Z

的表达情况#是否较单纯高血压和单纯高脂血

症更加严重)

P%5

是一种主要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可

与细菌的细胞壁结合#起抗体样调理作用#其能激活

补体#促进吞噬细胞功能等)因
P%5

的血浆水平与

炎性活动性有关#临床常检测
P%5

水平判断炎性及

疾病的活动性)血清
I8?P%5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及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严重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

3

(

)

肖体梅'

;

(通过对
!*3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及
"&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血压水平的升

高#

P%5

水平也上升#认为高血压病和血清
I8?P%5

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高血压病的形成和炎性反应的

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宋艳等'

+

(通过研究发现不稳定

型心绞痛患者血清
I8?P%5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

P<W:

*

$Y

*

:,:?P

呈正相关#与
<,:?P

呈负相关)

本研究也得出高血压*高脂血症患者
I8?P%5

水

平较健康者高#但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者
I8?P%5

水

平较单纯高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者更加明显)

#$SS,

等'

"

(研究发现
<J

/

可破坏血管内皮细

胞#引发血管结构改变#导致血管功能紊乱#同时可升

高血压#引起高血压及血管疾病)

本研究发现高血压*高脂血症患者
<J

/

水平较健

康者高#且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者
<J

/

水平较单纯高

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者更加明显)

血管内皮功能损伤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素#

P<O<.

等'

E

(通过研究认为#血管内皮功能与吸烟*糖

化血红蛋白*

I8?P%5

相关#与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数量

相关#且与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相关)王燕等'

!*

(

研究认为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损伤较健康者明

显)本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高血压*高脂血症患者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C41>P6AB

!

,1J1KC12&*!E

!

ZF6(!;

!

-F(!



血管内皮功能较健康者差#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者较

单纯高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者血管内皮功能损伤更

加严重)

5@Z

是指脉搏波在动脉两点之间的传播速度#

其受血管壁的厚度*弹性*血液黏滞性的影响#同时与

动脉的僵硬程度密切相关#因此
5@Z

可反映动脉僵

硬程度#被称为评估动脉硬化程度的,金标准-)王邁

等'

!!

(研究认为
5@Z

与冠心病的病变程度相关)胡

琛亮等'

!&

(通过研究发现冠心病"高血压病患者的

5@Z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者#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的
5@Z

升高更为显著#提示后者的动脉硬化程度更

为严重)且该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与
C=?

5@Z

升高相关#尤其是
$Y

升高与
C=?5@Z

升高独

立相关)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血压及高脂血症者

5@Z

水平明显升高#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者
5@Z

较单纯高血压及单纯高脂血症者更加明显#提示高血

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动脉硬化程度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及高脂血症

患者炎性反应及血管内皮功能损伤明显#且动脉僵硬

度增加%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的改变更加明显)

因此可以认为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发生心脑血

管疾病的风险更大#需引起临床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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