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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

6K

&,血管内膜损伤使脑

动脉管腔狭窄#进而因多种因素使局部血栓形成,动脉狭窄加

重或完全闭塞#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引起神经功能障

碍的一种脑血管疾病+近几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工作压力的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比率明显高于肿瘤,糖尿

病等疾病#特别是脑梗死的发病率呈加速上升趋势+脑梗死又

称脑卒中#属危急重病#临床极为常见#明确其发生,发展机制#

早期诊断以及急性期及时有效的治疗#是减少病死率,降低致

残率的关键+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
6K

作为脑梗死的基础病

变#不仅指脂质聚集#而且是一个低水平的慢性炎症过程+

6K

斑块内的炎性反应可以促进动脉血栓的形成#是脑卒中的重要

原因#而内皮细胞损伤是
6K

灶形成的始动环节#因此内皮细

胞的损伤是心血管疾病的关键环节)

"

*

+血管内皮细胞始终受

到血管中流动血液的流体力学作用#同时亦是首先受血液中病

理,生理变化影响的细胞之一#多种因素会导致内皮细胞损伤+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内皮损伤的机制+

$

!

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是
6K

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

*

#血中脂质既能

使内皮细胞发生轻度损伤#又能使脂质在内皮下沉积#并促使

单核细胞在内皮黏附,向内皮下游走而启动
6K

过程+血脂异

常可加速
6K

的进程#而
6K

是脑梗死的基本病因#因此血脂异

常促进脑梗死的发生,发展+血脂异常导致
6K

形成#使血管

管径狭窄#脑血流量下降#而导致脑梗死形成与加重)

423

*

+高胆

固醇血症是一个已被确认的
6K

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最重要

的危险因素之一#是目前惟一能够单独复制出实验性
6K

动物

模型的危险因素)

*

*

+三酰甘油升高造成动脉内膜损伤并在内

膜下沉积#且可引起凝血因子水平增加,活性增高%氧化低密度

脂蛋白$

7T2JQJ

&对动脉壁有较强的细胞毒性#亦可破坏脑血

管内皮细胞#内皮细胞损伤后#致血小板的聚集,释放#从而促

进血栓形成#而造成动脉血栓性脑梗死)

+

*

+

近年的研究结果发现#

7T2JQJ

在
6K

性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7T2JQJ

是低密度脂蛋白

$

JQJ

&经氧化修饰后形成)

!

*

#被巨噬细胞摄取的速度是正常

JQJ2N

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从而加速了泡沫细胞的形成#进一

步破坏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平滑肌的增生和斑块的形成及增

厚#促进了血栓形成而造成动脉血栓性脑梗死+

7T2JQJ

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
6K

的发生,发展+$

"

&泡

沫细胞的形成是整个
6K

进程中最重要的病理学标志%$

&

&诱

导单核细胞向内皮细胞的黏附和向内皮下的趋化%$

4

&促进巨

噬细胞增殖退化%$

3

&促进内皮细胞增生和平滑肌细胞增生移

行%$

*

&促进血小板黏附,聚集,血栓形成%$

+

&促进血管收缩%

$

!

&损伤内皮细胞%$

)

&加剧
6K

的炎性反应+因此#

7T2JQJ

不

仅仅是泡沫细胞形成的关键#还通过多种途径在
6K

的起始和

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体内外研究表明#内皮细胞摄取代谢

7T2JQJ

是通过一种纯受体途径#

JUX2"

是一种膜蛋白#在结

构上属于
N

型血凝素家族#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主要由血

管内皮细胞表达#二是能特异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结合#两个

特征决定了其在
7T2JQJ

对内皮细胞损伤中的重要地位+

/

!

内皮细胞

内皮细胞损伤的机制之一可能与抗内皮细胞抗体有关#国

外学者提出#内皮细胞损伤过程中有免疫机制紊乱的参与#即

损伤的内皮细胞因其抗原性改变而刺激患者体内产生抗内皮

细胞自身抗体#此抗体在损伤内皮处形成免疫复合物#吸引补

体及炎症细胞而加剧其局部的炎症与损伤)

)

*

+血管内皮细胞

的损伤和病变能诱导产生抗心磷脂抗体$

6N6

&#

6N6

的产生

又加速内皮细胞的破坏+叶树俊等)

,

*认为#

6N6

与内皮细胞

的损伤有一定的相关性+

6N6

是一种以血小板和内皮细胞膜上带负电荷的心磷脂

作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该抗体与血栓

形成,血小板减少,自然流产及宫内死胎等关系密切)

"(

*

+血栓

性脑梗死的病因一直是信倍关注的问题#近年来认为自身免疫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4&(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J;<%8EN=>C

!

Q8@8A<8F&(""

!

.7=')

!

S7'&3



目前认为
6N6

引起血栓形成的可能机制是!$

"

&

6N6

与

血小板或血管内皮细胞的膜磷脂发生抗原,抗体反应#抑制血

管内皮细胞合成前列环素#从而使血栓形成的因素增加%$

&

&

6N6

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后#使其释放纤溶酶原致活物减少#纤

溶活性降低#从而使血栓倾向增加%

6N62#

$

`

亦可对内皮细胞

造成直接的免疫损伤#从而触发血小板黏附,聚集和因子
.

活

化%$

4

&

6N6

能抑制血栓调节素#使活化蛋白
N

减少#体内凝血

活性增高#促使血栓形成+

当然#引起内皮损伤的因素还包括有炎症反应中的炎症分

子#如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
2"

等#此外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及氧化应激等也可造成内皮细胞的损伤#且

因损伤因素的不同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血管内皮是众多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作用的靶器官#其功

能失调又构成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因此如何保护血管

内皮功能已成为现代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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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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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使用前*后不同时间
K1#

比较

组别 时间
K1#

指数

( " & 4 3 *

观察组$

(

& 正畸前
&& * 4 ( ( (

正畸后
) ", 4 ( ( (

对照组$

(

& 正畸前
&+ 4 " ( ( (

正畸后
* "4 "& ( ( (

'

!

讨
!!

论

口腔是一个多种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环境#通常情况下口腔

内细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若发生菌群失调可以引起口腔疾病

而不利于口腔健康+牙龈炎症的发生与牙菌斑堆积相关+牙菌

斑是引起牙周疾病最主要的病因#是引发牙周疾病必不可少的

始动因子)

"

*

+龈缘附近的龈上牙菌斑和龈下牙菌斑与牙周疾病

的关系密切)

&2*

*

+正畸矫正时#由于矫正器的戴入#带环和托槽

边缘残留粘接材料悬突#增加了口腔清洁的难度#有利于细菌的

进一步黏附,繁殖#并促使菌斑成为致病性菌斑#很容易造成口

腔内的环境菌群失调而引发牙龈炎+由于这些牙周问题的出

现#导致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等#将直接影响正畸治疗的最终

效果#甚至导致正畸治疗的失败+因此#有效控制牙龈炎对于固

定矫治正畸治疗至关重要)

+

*

+

刷牙是控制牙龈炎传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由于青少

年患者多数由家长要求矫正才来就诊#积极主动性差#特别是一

些自主能力差#依赖父母的孩子#更加增加了牙龈炎的发病率+

他们的口腔清洁需要家长的不断督促#有的甚至要求家长帮助

完成#这些患者在正畸治疗中#牙周炎及牙龈炎的发病率也大大

高于普通人+控制牙龈炎的药物#分全身用药及局部用药两种+

全身用药效果不明显#常用的局部用药$含有抗生素成分的牙膏

或含漱液&因耐药性细菌的存在#以及用药后细菌耐药性的产

生#都使药物治疗面临一大难题+

据研究发现#天然矿物质银具有杀菌,消炎,加速伤口愈合

的作用+国内外最新研究数据表明#银杀菌修复能力的强弱完

全取决于其物理形态转化后的结构价态#其离子价态越高杀菌

性越强#即银的杀菌修复能力由大到小依次为
6

$

4\

,

6

$

&\

,

6

$

\

#单质银$纳米银&+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是含有高价位,高活

性银离子的五官科专用抗菌液+通过临床试验证实#活性银离

子抗菌液具有以下特性!高价态,高活性银离子制剂#杀菌修复

能力作用强%非抗生素类杀菌剂#无耐药性#对耐药菌同样敏感%

安全性高#禁忌少#细胞毒性试验检测均不大于一级%有喷雾及

含漱两种使用方式#局部用药便利+根据这些特性#活性银离子

抗菌液应同样适用于口腔固定正畸患者产生的牙龈炎局部用药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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