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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联合检测对冠心病预防&临床疾病筛检&罹患风险评估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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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从而导致的血

管阻塞或狭窄#引发心肌缺血和$或&缺氧的心血管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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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已位居我国居民死因首位)一项

S@=1

分析研究表明#冠心病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率逐

渐上升#在发达国家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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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属于发展中国

家#正面临老年化不断加重的问题)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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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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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居民冠心病发病率变化趋势的研究显

示!冠心病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而且趋于年

轻化#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是两个主要疾病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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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冠心病是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应

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传统认为#高血脂+高血压+糖

尿病+吸烟+肥胖等与冠心病密切相关#也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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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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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报道#血清糖化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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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患者短期的血糖水平#可作为评估
(

型糖尿

病患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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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冠

心病的诊断仍有赖于冠状动脉造影#有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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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血液指标与冠心病的相关性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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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本研究探讨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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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的变化以及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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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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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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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诊断标准.#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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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心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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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冠心病

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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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冠心病组患者排除感染+肿瘤+

脑血管疾病+血液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他代谢

性疾病)另选同期本院体检科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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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

为对照组#其性别+年龄均与冠心病组相近#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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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体检者排除感染+肿瘤+脑血管疾病+

血液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两组

间性别构成比和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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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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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关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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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正相关$

N

(

4349

&#见表
5

)

/31

!

冠心病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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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冠心病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前进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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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在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中#多变量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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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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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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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自变量和因变量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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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代表变量的意义#在统计过程中对变量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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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方程的自变量及有关参数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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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冠心病

作为最常见的致命性心脏疾病之一#其发生率也呈升

高趋势#对患者生活质量及健康危害极大)目前该病

的具体病理机制尚未十分明确#但经统计分析发现年

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等因素均影

响冠心病的发病率'

''

(

)

大量研究显示#来源于人体内蛋氨酸的中间代谢

物
XI

>

#其血清水平的高低影响外周血管疾病和缺血

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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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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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分

类似低密度脂蛋白#是由载脂蛋白
;

和载脂蛋白
^

在

肝脏通过二硫键组成的特殊脂蛋白'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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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脂

质代谢紊乱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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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密切相关#是冠心病一个较好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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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O

$

1

&持续升高与心绞痛+心肌梗死等有密切关系#且由

于
Y

O

$

1

&与高血压+吸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等诸因素无明显相关#因此被视为冠

心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9

(

)血清
];

是血清蛋白$主要

是清蛋白&与葡萄糖发生非酶促反应的糖基化产物#

因为清蛋白半衰期是
'C

$

(4P

#所以
];

反映的是前

(

$

5

周血糖的平均水平'

'8

(

)有研究发现#糖尿病合

并心血管疾病时#糖基化产物所致血管病变可导致机

体发生氧化应激反应和炎性反应'

'C

(

)

];

可促进白

细胞介素
%6

+内皮细胞
!%

选择素的表达#通过活化平

滑肌细胞内蛋白激酶
$

#增加单核细胞趋化因子+白

细胞介素
%8

+

S;&.

"

!".

蛋白的表达水平及上调核

因子
:W%

*

^

通路)糖基化产物可致内皮细胞活化导

致血管通透性升高#引起血管内皮损伤#进而导致糖

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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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通过
XI

>

+

Y

O

$

1

&和
];

三者血清水平联

合检测#发现冠心病组
XI

>

+

Y

O

$

1

&+

];

血清水平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且冠心病组的
XI

>

+

Y

O

$

1

&+

];

三者单项检测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N

(

4349

&#冠心病组
XI

>

hY

O

$

1

&

h];

联合检测的

阳性率为
89364c

#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与江丽霞等'

C

(

的研究具有一致性)本研究结果通过
&@12,F+

相关分

析显示#冠心病的发生与
XI

>

+

Y

O

$

1

&+

];

水平呈正

相关$

N

(

4349

&#而赵伟林等'

'D

(也通过
&@12,F+

直线

相关分析的方法来明确
XI

>

+

Y

O

$

1

&与冠心病之间是

否关联#但其结果
N

'

4349

#提示二者之间无相关性#

因其冠心病组病例为
'A4

例#该文章讨论部分指出其

结果可能受病例数量的限制#有可能存在误差#存在

一定局限性)本研究
YF

M

*,=*I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在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中#多变量调整后
XI

>

的
9-

为

'3C99

#

Y

O

$

1

&的
9-

为
(348D

#

];

的
9-

为
'385A

#三

者均大于
'

#说明
XI

>

+

Y

O

$

1

&+

];

都是冠心病的独立

危险因子#这与文献'

'A

#

'D%(4

(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联合检测血清
XI

>

+

Y

O

$

1

&和
];

的水

平对于预防冠心病#以及对该类疾病的筛查+风险评

估+辅助诊断有重要意义)但高水平
XI

>

+

Y

O

$

1

&和

];

共同参与冠状动脉病变的生理和病理机制和三者

与冠心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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