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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与高敏
,0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应用

高智莲!朱家云"安徽省合肥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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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研究尿酸"

d3

$与高敏
,0

反应蛋白"

>;0,QL

$的血清高水平表达与心血管疾病中冠状动脉病变

的关系%方法
!

选择
(&

例
d3

(

>;0,QL

均正常的冠心病患者为对照组!

4'

例单纯尿酸增高患者为试验组
3

!

5&

例

d3

增高合并
>;0,QL

增高患者为试验组
1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比较
(

组别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及病变累计血

管支数%结果
!

(

组别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两两比较!经卡方检验
%

" 分别为
)#(5

(

"$#)5

(

(5#"%

!

O

值

均小于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组冠状动脉造影病变累及冠状动脉血管支数两两比较!经卡方检验
%

" 分别为

4#&'

(

'#!"

(

""#(

!

O

值均小于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d3

与
>;0,QL

与冠状动脉病变存在密切的关系!

d3

与
>;0,QL

的血清水平可作为冠心病严重程度的一个评估指标%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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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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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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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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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

d3

&为嘌呤代谢产物#

,0

反应蛋白$

,QL

&是一种急

性时相反应蛋白#近年研究发现它们与许多传统的心血管危险

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三酰甘油血症,肥胖,胰岛素抵抗等

关系密切#有研究人员认为高尿酸血症与冠心病之间存在确切

的相关性)

!

*

#尿酸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与

其病死率呈正相关#并对预后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回顾性研

究本院内科
"%)

例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
d3

,超

敏
,

反应蛋白$

>;0,QL

&血清高水平表达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

联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4

年
4

月至
"%!!

年
!%

月间本院内

科住院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冠状动脉造影

确诊为冠心病#且排除痛风,重度肥胖及长期使用利尿剂的患

者+根据患者生化检测结果分组!以
(&

例
d3

,

>;0,QL

均正

常的冠心病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

$)#(i!"#"

&岁%以
4'

例单纯尿酸增高患者为试验组
3

#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平均$

$4#'i!(#4

&岁%

5&

例
d3

增高合并

>;0,QL

增高患者为试验组
1

#其中男
)4

例,女
"4

例#平均

$

$)#5i!"#&

&岁%

(

组在性别构成#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O

%

%#%$

&+

$#/

!

方法
!

根据患者冠状动脉造影结果#研究
(

组冠状动脉

狭窄程度及病变累及血管支数与血清
d3

与
>;0,QL

高水平

表达之间关系+冠脉造影采用
[GHa78;

法#冠心病的诊断标

准!以冠状动脉造影证实至少有一支心外膜下血管狭窄大于或

等于
$%O

为诊断标准%病变累及血管可分为左主干,左回旋

支,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累及左主干患者算
"

支+患者空

腹取血
(

!

$C2

#分离血清送检#

d3

采用酶比色法#男性大于

&"%

$

C6J

"

2

#女性大于
()%

$

C6J

"

2

为升高#

,QL

采用免疫透

射比浊法 #以大于
(C

=

"

2

为升高#仪器为
*130&%WQ

全自动

生化仪#试剂由伊利康,波音特生化试剂有限公司提供+

$#'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处理使用统计学软件
+L++!(#%

#均值

比较采用
7

检验#组间率,构成比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按
)

]

%#%$

的检验水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组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见表
!

#

(

组两两比

较经卡方检验分析
%

"

])#(5

$对照组
0

试验组
3

&#

O]%#%&

$

O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试验组
30

试验组

1

&#

O]%#%%!

$

O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对照

组
0

试验组
1

&#

O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组冠状动脉

造影冠状动脉病变累及血管支数见表
"

#

(

组两两比较经卡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5

卷第
!(

期
!

2/IX:H,J78

!

[GJ

N

"%!"

!

U6J#5

!

S6#!(



检验分析
%

"

]4#&'

$对照组
0

试验组
3

&#

O]%#%"&

$

O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
30

试验组
1

&#

O

]%#%!4

$

O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照组
0

试

验组
1

&#

O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

组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

(

O

)+

组别
' $%O

&

狭窄
&

4$O 4$O

$

狭窄
&

5%O

狭窄大于
5%O

对照组
(& ""

$

)&#4

&

!!

$

("#(

&

!

$

"#5

&

试验组
34' ()

$

&)#!

&

")

$

((#(

&

!)

$

"%#$

&

试验组
1 5& !"

$

!"#'

&

(5

$

&!#&

&

&(

$

&$#4

&

表
"

!

(

组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病变累及支数*

'

(

O

)+

组别
'

病变累及
!

支 病变累及
"

支 病变累及多支

对照组
(& "!

$

)!#'

&

5

$

")#&

&

&

$

!!#'

&

试验组
34' "4

$

(&#)

&

(%

$

('#$

&

"!

$

")#5

&

试验组
1 5& !5

$

"%#"

&

(!

$

((#%

&

&&

$

&)#'

&

'

!

讨
!!

论

d3

常作为嘌呤代谢紊乱所致的疾病如痛风等检测应用#

d3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关联在近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高尿

酸血症,心血管疾病的增多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高尿酸血症

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与动脉粥样硬化

有密切的关系#动脉硬化斑块中有较高的尿酸)

"

*

+致粥样硬化

作用具体包括增强氧化应激反应)

(

*

#能增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氧化修饰作用%其次尿酸盐结晶在血管壁的沉积对血管内皮

细胞有很强的损伤作用#并且能刺激单核细胞,血小板产生炎

性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等+增强血小板的黏附,聚集#促

进血栓的形成#生长因子也能促进血管平滑肌的增生#高尿酸

另一方面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加重了炎性反应+各种原因共同

作用最终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目前有研究显示

高血压病及冠心病患者的血尿酸水平明显升高)

&

*

+

,QL

是与炎症有关患者一种急性实相反应蛋白#与心血

管疾病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QL

作用的靶点为补体系统
,

h

)

$

*

#

在
,/

离子的存在形成复合物有沉积作用#促进了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动脉粥样斑块内的炎性反应是斑块破裂的原因之一#

在此基础上发生细胞成分的活化并介导血栓形成#是大多数急

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发生的主要原因#

,QL

不仅是炎症的指标#

其本身也参与炎症的进程)

)

*

#有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在本次的研究中
(

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及病变累及血管

支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d3

,

>;0,QL

与冠心病存在相

关性+对照组中
d3

,

>;0,QL

正常的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狭

窄程度介于
$%O

!

4%O

偏多#达
)&#4O

#狭窄程度大于
5%O

少见#仅
!

例#病变累及血管支数也以
!

支多见#据作者临床观

察#此类患者表现临床症状较轻#预后良好+临床症状表现比

较重#预后差患者以试验组
1

多见#冠状动脉造影也支持其临

床症状表现#试验组
1

患者狭窄程度严重#病变往往累及多

支#且以累及左主干多见#潘静等)

4

*的研究显示在病变累及不

同支数的冠心病患者中#尿酸血清表达水平是升高的存在相关

性+与本次的研究一致+目前降尿酸疗法在心血管疾病中应

用于高血压的治疗#患者预后情况比较好+

综上所述#

d3

与
>;0,QL

与冠状动脉病变尤其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

d3

与
>;0,QL

的血清

水平可作为冠心病严重程度的一个评估指标+

d3

与
>;0,QL

的联合检测对冠心病的防治及预后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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