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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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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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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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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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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骨髓细胞样转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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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浆内皮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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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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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该院神经内科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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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观察组"应

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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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脑梗死患者入院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将患者分为轻度组(中度组

和重度组$另将同期门诊体检健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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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照组$抽取患者静脉血!检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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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各个亚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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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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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变化$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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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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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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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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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亚组的表达水平也显

著高于对照组&

E

$

&$&;

'$观察组各亚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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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由高到低依次是重度组(中度组(轻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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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分析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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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

平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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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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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急性脑梗

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6<"(

(

7989=!

和
U9=!

可能是急性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子!其表达水平越高!病

情越严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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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对临床治疗策略的制订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

!

)6<"(

"

!

可溶性骨髓细胞样转录因子
=!

"

!

血浆内皮素
=!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T%=&#

P6

7

85,,+9-=5D5=,>-F,+

L

-+:+<>-<59:,58;?H!<"N

#

,3X30!>-F

P30!+-

7

>@+5-@,K+@4><;@5<585C8>=+-:>8<@+9-

E+,-#K'

N

K2%

0$

1

2345$%46

7

,$K3686

(&

#

9:$%

(

?KP$@6%?E$6

1

8$F<!6<

1

'428

#

9:$%

(

?K

#

P'@:K2%<!&&&&

#

9:'%2

BC,@8><@

!

"C

*

5<@+D5

!

9>?@AB7C?

D

+CBCEBKE+@

D

B7>H7B,J1)6<"(

#

7989=!+@OU9=!?@

G

+C?B@C7N?CE+KJCB

KB,BI,+L?@H+,KC?>@$E5@49F,

!

3C>C+L>H'&

G

+C?B@C7N?CE+KJCBKB,BI,+L?@H+,KC?>@

*

>I7B,A+C?>@

D

,>J

G

+

+@O#&

EB+LCE

-G

+C?B@C7N?CE

G

E

-

7?K+LBF+1?@+C?>@?@CEB>JC

G

+C?B@C

*

K>@C,>L

D

,>J

G

+

?@>J,E>7

G

?C+LNB,B7BLBKCBO$9EB

BF

G

,B77?>@LBABL7>H7B,J1)6<"(

#

7989=!+@OU9=!NB,BOBCBKCBO+@OK>1

G

+,BO$R

G

B+,1+@

D

,+OBK>,,BL+C?>@

+@+L

-

7?7+@OL>

D

?7C?K,B

D

,B77?>@+@+L

-

7?7NB,B+L7>

G

B,H>,1BO$G5,;=@,

!

9EBLBABL7>H6<"(

#

7989=!+@OU9=!

?@CEB>I7B,A+C?>@

D

,>J

G

NB,B7?

D

@?H?K+@CL

-

E?

D

EB,CE+@CE>7B?@CEBK>@C,>L

D

,>J

G

*

E

$

&$&;

+

$9EBBF

G

,B77?>@

LBABL7>H)6<"(

#

7989=!+@OU9=!?@B+KE7JI

D

,>J

G

>HCEB>I7B,A+C?>@

D

,>J

G

NB,B7?

D

@?H?K+@CL

-

O?HHB,B@C

*

E

$

&$&;

+

$9EBLBABL7>H)6<"(

#

7989=!+@OU9=!,+@M?@

D

H,>1E?

D

EC>L>N NB,BCEB7BAB,B

D

,>J

G

#

1>OB,+CB

D

,>J

G

+@O1?LO

D

,>J

G

#

NE?KENB,B7?

D

@?H?K+@CL

-

E?

D

EB,CE+@CE>7B?@CEBK>@C,>L

D

,>J

G

*

E

$

&$&;

+

$9EBLBABL7

>H)6<"(

#

7989=!+@OU9=!NB,B

G

>7?C?ABL

-

K>,,BL+CBON?CECEB7BAB,?C

-

>H@BJ,>L>

D

?K+L?1

G

+?,1B@C

*

E

$

&$&;

+

$)6<"(

#

7989=! +@O U9=!LBABL7 NB,B?@OB

G

B@OB@C,?7MH+KC>,7H>,+KJCBKB,BI,+L?@H+,KC?>@$

H9-<=;,+9-

!

RB,J1)6<"(

#

7989=!+@OU9=!+,B?@OB

G

B@OB@C,?7MH+KC>,7H>,+KJCBKB,BI,+L?@H+,KC?>@

#

NE?KE

+,B

G

>7?C?ABL

-

K>,,BL+CBON?CEO?7B+7B7BAB,?C

-

$9EBOBCBKC?>@>HCEB7BK+@?@O?K+CBCEB

G

,>

D

@>7?7+@O+77?7CO>K=

C>,7C>

j

JO

D

BCEBK>@O?C?>@$

I5

J

K98F,

!

+KJCBKB,BI,+L?@H+,KC?>@

$

!

)6<"(

$

!

7989=!

$

!

U9=!

!!

急性脑梗死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动脉粥样

硬化性血栓形成是急性脑梗死发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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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发现#不稳定的粥样斑块被侵蚀后破裂#招

募白细胞黏附于血管内皮损伤部位#在黏附部位释放

炎性介质#加重内皮细胞损伤&释放血小板活化因子#

引起脑部血管闭塞#造成局部供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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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管动脉粥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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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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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关#可参与急性脑梗死的病理生理改变#但相关

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选取本院神经内科收治

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检测血清中
)6<"(

&

7989=!

及

U9=!

的表达水平变化#分析其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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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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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神经内科收治的急性脑梗

死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平均*

<&$;']!#$"%

+岁%另外选取同

期门诊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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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观察组

纳入标准!*

!

+患者均满足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

会议修订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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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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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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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证实%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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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

内科疾病*心力衰竭&呼吸衰竭&肝肾功能障碍等+患

者$*

"

+严重感染患者$*

#

+恶性肿瘤患者$*

%

+脑出血

患者$*

;

+非病理性脑梗死患者$*

<

+需手术患者$*

'

+

研究前
"

周接受药物或手术治疗患者%观察组亚组

划分!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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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脑梗死患者入院第
!

天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为
#

组#轻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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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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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度组
"%

例*

%

'

!%

分+&

重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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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试者抽取肘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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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上层血清放于冻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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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保存待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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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检测血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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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

$$'

!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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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观察组及各个亚组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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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表达水平的差异$

比较观察组各亚组之间#上述血清指标的表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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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PR(RRRC+C?7C?K7

软件包

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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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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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分析对检测指标进行相关性分

析%多因素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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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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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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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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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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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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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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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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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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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各亚组与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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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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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各亚组之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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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到低依次是重度组&中度组&轻度组%各亚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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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与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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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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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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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损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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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与急性脑

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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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

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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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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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可能是急性

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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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水平与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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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胞黏附分子选择素家族中的一员#能

促进炎性反应'

%

(

%同时#

)6<"(

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及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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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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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发现#在脑梗死急性期
)6<"(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健康人#且已有研究经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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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与脑梗

死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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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小板表面的
989=!

发

生裂解而生成的一种可溶性蛋白#能促进肌动蛋白的

聚合而促使血小板黏附于内皮细胞上#是动脉粥样硬

化的重要促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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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多肽#能调节脑循环&刺激兴奋型氨基酸释放&间

接加速缺血区神经细胞死亡#导致缺血区域供血更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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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病理基础是脑动脉粥样硬化#既往

研究发现#

)6<"(

是急性脑梗死的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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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

本研究发现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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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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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较高#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不同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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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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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明显#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严重患者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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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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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相关性分析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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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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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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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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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发现#

)6<"(

&

7989=!

和
U9=!

水平是急性脑梗死的

独立危险因素#说明其参与了急性脑梗死病理生理改

变的发生&发展#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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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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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参与动

脉粥样硬化性血栓形成#是促进急性脑梗死的重要细

胞因子%

综上所述#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6<"(

&

7989=!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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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较高#其表达水平与急性脑梗死

严重程度有关#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严重的患者其表

达水平越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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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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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

平能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策略的制订#改善患者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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