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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冠心病患者心肌梗死时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B

E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LSU

#%凝血因子和

抗凝血因子的变化!探讨冠心病患者实验室监测指标在降低冠心病患者心肌梗死风险的意义$方法
!

检测并回顾

分析
..

例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浆
!B

E

%

LSU

%凝血因子及抗凝血因子的变化!并与对照组
$'

例患者进行比较$结果

!

心肌梗死患者组血浆
!B

E

%

LSU

%纤维蛋白原"

U6,

#%凝血酶原活性"

"<

#%凝血酶活性"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和凝血酶时间"

==

#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J

#

'4''/

#!而两组的凝血酶原时间"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抗凝血酶
(

活性"

<=*

(

(

<

#

和血浆蛋白
(

活性"

"(

(

<

#则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结论
!

血浆
!B

E

%血管内皮损伤%

凝血和抗凝血系统功能失调等改变是心肌梗死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可将
!B

E

%

LSU

%

U6,

等作为冠心病患者定期

的实验室监测指标!起到积极预防心肌梗死发生的作用$

!关键词"

!

冠心病'

!

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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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冠心病在我国已成为危害人民生活

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急性发作的临床表

现#死亡率高)其根本原因是各种因素造成心脏毛细血管狭

窄*损伤#诱发血液凝固#形成血栓#造成心肌缺血#患者出现心

绞痛#甚至死亡)有研究表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B

E

'*血管

内皮损伤和高凝状态等与心肌梗死密切相关+

/

,

)本文通过检

测冠心病心肌梗死患者血浆
!B

E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LSU

'*

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凝血酶

原活性&

"<

'*凝血酶活性&

=<

'等指标#进一步探讨血管内皮

损伤*凝血因子*抗凝血因子等因素与心肌梗死血栓形成的关

系#现将实验情况报道如下)

A

!

临床资料

A4A

!

一般资料
!

冠心病心肌梗死患者组共
..

例#男
0%

例#女

%0

例#年龄
01

!

2&

岁#平均&

$&4/a//4.

'岁#为本院
%''.

!

%''1

年所收治的住院患者#全部经心电图和实验室心肌酶谱*

肌钙蛋白等检测证实)对照组为同期入院的排除冠心病*糖尿

病*血液病*严重感染的患者#共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2.

岁#平均&

$.4/a/'4%

'岁)

A4B

!

检测方法

A4B4A

!

标本采集
!

两组均在清晨空腹采静脉血#按相关项目

要求对标本进行相应处理)

A4B4B

!

血浆
!B

E

测定用化学发光法#仪器为
<B:/&']Q

化学

发光分析仪#试剂来源于美国
,C

E

@M

公司(血浆
LSU

测定用火

箭电泳#试剂为上海太阳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

*

<"==

*凝血

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U6,

'用凝固法#试剂为上海太阳生

物技术公司提供)

"<

*

=<

*抗凝血酶
(

活性&

<=*

(

!

<

'和血

浆蛋白
(

活性&

"(

!

<

'均用发色底物法#试剂为上海太阳生物

技术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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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采用
]"]]/'4'

统计软件作计量资料的显

著性分析#各计量数据以
8a=

表示#组间均数比较用
:

检验)

B

!

结
!!

果

B4A

!

血浆
!B

E

检测结果
!

心肌梗死组血浆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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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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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

W

高于对照组的&

14/a%4/

'

"

J>K

"

W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J

#

'4''/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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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B

!

血浆
LSU

检测结果
!

心肌梗死组血浆
LSU

&

/%%4$a

%.4%

'

5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41a%$42

'

5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J

#

'4''/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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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因子与抗凝血因子检测结果
!

心肌梗死组
<"==

*

==

明显比对照组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两组

"=

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凝血因子
U6,

*

"<

*

=<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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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及
"(

!

<

则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J

#

'4''/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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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组与对照组血浆
!B

E

和
LSU

比较$

8a=

'

组别
+

血浆
!B

E

&

"

J>K

"

W

' 血浆
LSU

&

5

'

心肌梗死组
.. /-4.a04% /%%4$a%.4%

对照组
$' 14/a%4/ ./41a%$42

J

#

'4''/

#

'4''/

表
%

!

心肌梗死组与对照组凝血与抗凝血因子比较$

8a=

'

组别
+

凝血因子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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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6,

&

D

"

W

'

"<

&

"

D

"

JW

'

=<

&

d

"

JW

'

抗凝血因子

<=*

(

!

<

&

5

'

"(

!

<

&

5

'

心肌梗死组
.. /04&a%4$ %04.a241 14$a/41 041a%4% %024%a%-4/ '42a'4/ /'%4/a&41 &%4-a/'4-

对照组
$' /04.a%4& -&4/a14/ /$4.a%4& %40a/4% /214-a/241 '4-a'4/ /&&4.a/24/ /-.4-a/-4$

J

$

'4'$

#

'4''/

#

'4''/

#

'4''/

#

'4''/

#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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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B

E

是一种含硫氨基酸#具有直接引起内皮损伤*促进氧

化低密度脂蛋白&

W+W

'形成*血小板聚集等作用#促进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是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

,

)本组

心肌梗死患者血浆
!B

E

较对照组明显增加&

J

#

'4''/

'#说明

!B

E

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有研究表明#当
!B

E

代谢

混乱时就会形成
!B

E

#可与
W+W

形成复合体#然后被吞噬细胞

吞噬#形成泡沫细胞堆积在动脉壁上#造成动脉粥样硬化)

!B

E

还可自行氧化形成超氧化物及过氧化氢#它们可氧化

W+W

和损伤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平滑肌持续性收缩*缺

氧#从而加速粥样硬化形成#另外
!B

E

自发形成的巯基内酯化

合物可与反式视黄酸共同引起血小板聚集#同时
!B

E

巯基内

酯还可引起血栓素
,

%

增加#而使
.*

酮
*

前列腺素
U/

,

的形成减

少#从而促进血栓形成#造成血管堵塞形成梗死+

%

,

)

心肌梗死组
LSU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心肌梗死患

者确实存在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LSU

是一种多聚糖蛋白质#

它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储存于
S@9O@K*"CKC?@

小体中#当血管

内皮细胞损伤时
LSU

释放于血液中#因此
LSU

是血管内皮细

胞损伤的分子标志物+

%

,

)

LSU

一般用于血管性血友病的诊断

和鉴别诊断#当一个患者除外了血管性血友病时#

LSU

升高提

示有心脑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存在)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血小

板活化是两个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病理生理过程#是血栓性

疾病发生*发展的触发始动环节+

-

,

)

心肌梗死组
<"==

和
==

明显较对照组缩短 &

J

#

'4''/

'#而
"=

则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心肌梗死

患者是因血液内源性凝血途径被激活#血液凝固形成血栓)

U6,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J

#

'4''/

'#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

心肌梗死患者凝血因子的异常活动)

U6,

既是一种凝血因子#

也是一种炎性标志物)它具有沉积于血管壁中促进动脉硬化

和刺激平滑肌细胞增生*迁移的作用#还可增加血小板凝聚性#

增加血黏度#促进血栓形成)本研究中心肌梗死患者
==

缩短

而
U6,

增高#提高了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最近有研究表明在心

肌梗死发生前#

U6,

就有持续增高+

0

,

)

"<

*

=<

明显高于对照

组&

J

#

'4''/

'#也证明了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液凝血机制被

激活)

<=*

(

!

<

和
"(

!

<

是反映血液抗凝血功能的指标)心肌

梗死患者抗凝血酶
(

活性和血浆蛋白
(

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

&

J

#

'4''/

'#说明心肌梗死患者血液抗凝血功能降低)已有

研究显示心肌梗死患者因
<=*

(

!

<

和
"(

!

<

降低而出现高凝

状态+

$

,

#本研究也证明了该现象的存在)

血浆
!B

E

和
LSU

升高造成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促成了

动脉粥样硬变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激活了血液内源性凝血系

统#从而打破了凝血和抗凝血系统功能的平衡#形成血栓造成

心肌梗死)因此在心肌梗死的治疗中一方面要加强抗血栓治

疗#另一方面一定要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血浆
!B

E

水平#

修复血管内皮损伤#从根本上维护凝血和抗凝血系统的平衡#

防止血栓形成)对有心肌梗死病史的冠心病患者#甚至对有高

血脂*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建议定期作
!B

E

*

LSU

*

U6,

*

<"==

*

==

*

"<

和
=<

*

<=*

(

!

<

和
"(

!

<

检测#特别是

前三者的常规监测尤其重要#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下做好冠心病

患者的预防保健工作#防止心肌梗死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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