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早期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值得进一步的

推广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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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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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作用及其与血栓前体蛋白"

2

E

Y

#&细胞纤维连

接蛋白"

I5

#的相关性$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聊城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

者
).

例作为观察组!收集同期该院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同时检测
!

组研究对象的
2V/&

表达及

2

E

Y

&

I5

水平!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观察组
2V/&

表达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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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I5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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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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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水平变化在急性脑梗死中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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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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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表达与急性脑梗

死密切相关!对急性脑梗死的预防&诊断&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2V/&

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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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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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在急性脑梗死中

呈正相关关系!联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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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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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预防具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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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主要是炎性反应*细胞能量代谢障碍*部分细胞凋

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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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受体$

2V/8

%是一类表达于细胞膜上的

受体家族#在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系统中起到识

别微生物的作用(

#

)

'

2V/&

是
2V/8

家族的重要亚型

之一#典型的模式识别受体#主要表达于单核
0

巨噬细

胞#识别内外源促炎因子#介导炎性反应#参与诱导生

成细菌脂多糖$

VYa

%#是诱导失控炎性反应的主要因

素之一(

!0&

)

'现探讨
2V/&

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作用及

与前体蛋白$

2

E

Y

%*细胞纤维连接蛋白$

I5

%的相关

性#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聊

城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急性脑梗死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d*

%岁#作

为观察组'所有病例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

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经
M2

*

Q/L

证实'排出标准!

肺栓塞*急性心肌梗死*下肢静脉血栓*急性肝缺血病

变*自身免疫性疾病*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不依

从或不能完成本课题涉及指标测定者'收集同期该

院健康体检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d%

%岁#作为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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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具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并经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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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

组研究对象次日清晨抽取空腹

静脉血
&DV

#其中
!DVOW2'0P

!

抗凝用于
2V/&

检测#

!DV

枸橼酸钠抗凝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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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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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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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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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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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W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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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

加入
!"

*

VYO

标记鼠抗人
2V/&

单抗$美国
(43>7

:

0

75?

公司生产%#混匀后置室温孵育
$"D45

#用标本处

理仪进行细胞固定和破膜#离心弃去上清液#

a9;45

ABCC7@

重悬后上流式细胞仪$美国
(7=KD;5M3B97@

公

司生产的
I=.""

型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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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OVLa'

%#所选试剂均购自美国
'(a

公司#严

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Yaa#%,"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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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观察组
2V/&

蛋白表达量$即荧光强度%及表达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5

$

",".

%'观察组
2

E

Y

*

I5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观察组
2V/&

表达与
2

E

Y

*

I5

升高水平经相

关性分析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2

%分别为
",*$%

*

",%*)

#

5

$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Nd>

%

组别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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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V/&

水平$荧光强度%

2V/&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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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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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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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I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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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 !,$#d#,)$ %,!$d.,#$ $,##d#,"% !#%,"#d.!,"$

观察组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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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5

$

",".

'

!

讨
!!

论

急性脑梗死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发病机制

极为复杂#患者发病与含有细胞参与的急性炎性反应

及与机体发生缺血
0

再灌注引起的血管损伤关系密

切(

.0+

)

'急性脑梗死发生后#脑组织中血液循环状态

差#氧气供应不足#导致脑血管内皮部分通透性改变#

脑组织的坏死物质释放#吸引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

凝集#促进效应细胞引起炎性反应#均使
2V/&

得到

充分表达(

%0*

)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
2V/&

表达

阳性率和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
2V/&

的

高度表达与急性脑梗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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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受体在调

节免疫应答*促进免疫细胞成熟分化和参与促炎因子

反应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V/&

识别配体后#通过髓

样分化因子
**

$

Q

G

W**

%依赖性和非依赖性转导通路#

介导核因子
0

2

(

$

UI0

2

(

%活化#致炎性因子产生(

#

)

'

2V/&

通过
2V/&

"核因子处理
UI0

2

(

通路调节机体

炎性反应#

2V/&

的大量释放#一方面有利于机体的防

御反应#另一方面可能诱发全身炎性综合征#过激的

炎性反应会导致神经元死亡(

)0#"

)

'

血栓前体蛋白是纤维蛋白的直接前体#在纤维蛋

白原的转变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多聚体#其水平升高表

明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增加#可作为凝血因

子被激活的标志物#是凝血活化的特异性指标#为血

栓病诊断与治疗提供参考(

##0#$

)

'本研究结果显示#急

性脑梗死患者
2

E

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5

$

",".

%#

与王燕嬉(

#&

)研究结果一致'

2

E

Y

是急性血栓形成的

特异性灵敏指标#是诊断脑梗死的超早期灵敏指标#

且随时间延长水平发生改变#明显高于
W0

二聚体#

+<

内
W0

二聚体水平只有轻度升高(

#&0#.

)

'

纤维连接蛋白是一种多功能糖蛋白#是构成细胞

基质$

OMQ

%的主要成分之一#由动脉壁的血管内皮细

胞和成纤维细胞分泌#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升高可

以损伤血管内皮#进而参与脑出血的神经细胞损

伤(

#+

)

'纤维连接蛋白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参与机体的

细胞连接黏附*增殖分化*上皮组织修复及排列规律

化*机体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理活动(

#%

)

'作为血小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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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的配体#参与血小板黏附和聚集反应#使之黏附*

聚集于内膜上#形成附壁血栓#加速止血(

#*

)

'本研究

结果显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纤维连接蛋白显著高于

对照组$

5

$

",".

%#与相关报道一致(

#)0!#

)

'说明纤维

连接蛋白的水平变化与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密切相

关#其水平升高提示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

本研究证实急性脑梗死患者
2V/&

表达水平和

表达阳性率*

2

E

Y

*

I5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5

$

",".

%#经相关性分析呈正相关$

2e",*$%

*

",%*)

#

5

$

",".

%#说明三者的水平变化与急性心肌梗死密切相

关'血栓前体蛋白前体是血栓的直接前体#纤维连接

蛋白直接参与血栓形成#

2V/&

作为一个重要的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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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 VO/ '_

#

aVTUO/

#

79;>,I40

A@357=9457J

E

@788435D3?B>;978D;DD;@

G

7

E

49<7>4;>=7>>

E

@3>4C7@;9435?B@45

:

;=45;@?4CC7@7594;9435

(

_

)

,M;5=7@/78

#

!""*

#

+*

$

)

%!

$#*.0$#)!,

(

#*

)

V]MOU'a

#

'/TMR'Y`

#

]̀O//O/T(

#

79;>,I40

A@357=94589@B=9B@7;5?CB5=94358;883=4;97?93<7D389;848

(

_

)

,L56789M>45

#

!""%

#

&*

$

!

%!

!&)0!+!,

(

#)

)董娜#张雪青#穆恩
,

老年脑出血患者血清基质金属蛋白

酶
0)

#细胞纤维连接蛋白水平及其与病情程度的相关性

(

_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

%!

$#%*0$#*",

(

!"

)王健安
,

黄成军
,

脑出血患者血清细胞纤维连接蛋白的测

定与临床意义(

_

)

,

医学综述#

!"#.

#

!#

$

#

%!

#!#0#!$,

(

!#

)张冠妮#杨友松
,

脑出血患者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0)

*细

胞纤维连接蛋白变化及其相关性研究(

_

)

,

实用医院临床

杂志#

!"#.

#

#!

$

&

%!

#.0#%,

$收稿日期!

!"#*0"*0"*

!!

修回日期!

!"#*0#"0!&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AQ7?M>45

!

W7=7DA7@!"#)

!

N3>,#+

!

U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