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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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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中
[!&&O

&基质金属蛋白酶
/"

"

YYZ/"

$和血清炎性标志物水平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的相关性及其在氯吡格雷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择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
!#)

例!按照治疗方式不同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观

察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疗

效!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以及血清
[!&&O

&

YYZ/"

和血清炎性标志物水平!同时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同时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均明显下降!同时治疗后
%-

及治疗后
!)-

观察组患者的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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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治疗两组患者的指标均有所降低!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各指标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而对照组患者的炎性指标水平也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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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O

及
YYZ/"

与治疗

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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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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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Z485613

相关分析发现!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失评分与血清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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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WS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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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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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平呈负相关%结论
!

氯吡格雷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具有明显临床效果!同时能够对患者血清中

的
[!&&O

&

YYZ/"

水平及炎性因子的表达产生影响%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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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又称为缺血性脑卒中#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并且发

病率随着人口老年龄化的发展明显升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

命安全#虽然随着影像学的发展进步#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诊治

有了较大帮助#但是由于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较为敏感#急

性脑梗死仍是致死率较高的脑血管疾病/

!

0

*近些年#脑组织损

伤后释放的神经化学物质成为了医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O

蛋白作为神经胶质的标志性物质#并且在神经胶质细胞

受损后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而基质金属蛋白酶
/"

$

YYZ/"

&参

与了脑组织损伤后的脑出血)脑水肿)白细胞浸润等病理过程#

同时有研究显示#急性脑卒中患者脑损伤后血清内的炎性标志

物水平明显升高#并且能够作为指导脑卒中诊断的有效指

标/

"

0

*氯吡格雷是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对于缺血性脑卒中有

较好的临床效果#同时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本研究对氯吡格

雷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时的血清
[!&&O

)

YYZ/"

和血

清炎性标志物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探究#旨在探讨血清
[!&&O

)

YYZ/"

及炎性标志物测定在氯吡格雷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的临床意义及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收治的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
!#)

例#所有患者均由

W0

或
YSU

检查后确诊#符合
"&!&

版1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诊治指南2相关诊断标准#同时排除合并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

胃溃疡)活动性出血及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本次研究获得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按照不

同治疗方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观察

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为
)*

!

%'

岁#平均$

'!$(e'$#

&

岁#其中合并高血压
)!

例#合并糖尿病
#!

例#合并高血脂
"'

例%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为
)%

!

%"

岁#平均

$

'&$#e+$(

&岁#其中合并高血压
#(

例#合并糖尿病
"'

例#合

并高血脂
"!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等情况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治疗方法
!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控制颅内压)营养

脑细胞)改善脑循环)常规治疗#并根据基础疾病或主要症状进

行降压)降糖)降脂等针对性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拜耳医药保

健有限公司生产的拜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肠溶片&#每次
!&&

>

E

#每天
!

次#共治疗
)

周%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的治疗

基础上给予赛诺菲安万特$杭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硫酸氯

吡格雷片治疗#每次
%+>

E

#每天
!

次#共治疗
)

周%治疗过程

中密切观察两组患者的凝血功能*

$$/$/

!

检查方法
!

两组患者均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采集
#

管空腹静脉血#每管
+>Q

#采用
#&&&5

"

><3

的转速离心
!&

><3

#分离血清#分别进行超敏
W

反应蛋白$

96/WSZ

&)白细胞介

素
/'

$

UQ/'

&及
Z

选择素$

Z[

&等炎性标志物#以及
[!&&O

)

YYZ/

"

的测定#其中
UQ/'

)

Z[

)

YYZ/"

)

[!&&O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RQU[.

&检测#而
96/WSZ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所有试剂

盒均采用上海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仪器采用北京普朗

新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酶联免疫检测仪#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

明书进行#并严格进行质量控制*

$$'

!

评价指标
!

观察对比患者治疗前后的
[!&&O

)

YYZ/"

)

96/WSZ

)

UQ/'

)

Z[

等指标#同时采用脑卒中临床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量表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

)治疗后
!)-

时对患者进

行评价*同时根据评分情况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其中

痊愈为评分下降大于
*&,

%显效为评分下降大于
)+,

!

*&,

%

有效为评分下降大于或等于
!(,

!

)+,

%无效为评分下降小

于
!(,

#其中总有效率为$痊愈
b

显效
b

有效&"总数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中的

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JeB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

表示#采用
#

"

检验%对相关性数据采用
Z485613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设定为

'

]&$&+

#以
K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为
*#$!,

#对照组患者为
%"$',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

%

,

&-

组别
%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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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照组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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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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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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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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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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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对比分析
!

两组患者治疗前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而经

过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均有显著的下降#同时治疗后

%-

及治疗后
!)-

观察组患者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详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

评分对比%

JeB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

治疗后
!)- A K

观察组
%" "!$!)e'$#% !'$!)e+$(( !"$#%e+$#) '$%!

$

&$&+

对照组
'" "&$*+e'$(! !($&'e+$*" !'$)!e+$)% #$)(

$

&$&+

9 &$"( *$#) !#$"+

K

%

&$&+

$

&$&+

$

&$&+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指标水平对比分析
!

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指标水平均有所降低#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各指标

均明显低于治疗前#而对照组患者的炎性指标水平也明显低于

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但
[!&&O

及

YYZ/"

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同

时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指标水平对比%

JeB

&

组别
%

时间
[!&&O

$

E

"

Q

&

YYZ/"

$

E

"

Q

&

96/WSZ

$

>

E

"

Q

&

UQ/'

$

E

"

Q

&

Z[

$

3

E

"

>Q

&

观察组
%"

治疗前
&$!*e&$&' !%+$'e&$( '$#+e#$!" !#$%*e%$%' !#$((e'$#!

治疗后
&$!#e&$&"

"-

!+!$+e!$!

"-

"$!*e!$+%

"-

($%)e)$!"

"-

($#'e+$!#

"-

对照组
'"

治疗前
&$"&e&$&% !%#$'e&$* '$+!e#$+' !#$+'e%$'* !#$%+e'$'+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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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
!

经过
Z485613

相关分析发现#患者治疗前

后的神经功能缺失评分与血清中
[!&&O

)

YYZ/"

和
96/WSZ

)

UQ/'

)

Z[

等炎性标志物水平呈负相关$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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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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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中老年的常见疾病#主要是以动脉粥

样硬化性病变为病理基础#其中血小板黏附聚集释放)炎性因

子的生成)血栓形成等是其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目前的

临床治疗#在常规基础治疗外通常给予抗血小板药物#在抑制

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稳定斑块的同时抑制炎性因子也是重要的

手段/

#/)

0

*

[!&&O

蛋白存在于脑干感觉神经细胞)中枢神经胶质细胞

等细胞内#主要调节神经元分化)细胞内过程)钙离子平衡等#

是一种重要的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中介物质*在脑损伤时#其

适量表达能够为脑组织提供保护#而过量表达会导致神经系统

功能紊乱#造成进一步恶化/

+/'

0

*同时有研究证明#

[!&&O

浓度

的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梗死面积越大)损伤越严重#其

血清内
[!&&O

水平越高#其预后越差/

%

0

*这主要是患者的病

情越严重#梗死灶越大#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越严重#因此加速

了神经细胞的损伤以及
[!&&O

的合成#而高浓度的
[!&&O

导

致患者的神经功能进一步受损/

(

0

*

YYZ/"

是一种能够分解细胞外基质的蛋白酶#主要是能

够重塑或降解细胞外基质#维持细胞外基质的平衡#正常机体

内其表达极少#而在细胞受到损伤时表达显著升高*有研究显

示#

YYZ/"

在脑梗死后水平显著升高#主要是对脑血管周围的

纤粘连蛋白)明胶原等物质进行降解#从而引起继发性病理损

伤/

*/!&

0

*

96/WSZ

是机体内急性期的反应蛋白#在组织损伤或急性

炎性反应时表达显著升高#而
UQ/'

是内皮细胞和淋巴细胞所

产生的炎性标志物#并且
96/WSZ

的合成释放与
UQ/'

的调节作

用相关/

!!

0

*有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急性期时
UQ/'

与
96/WSZ

的水平均显著升高#并且与脑卒中严重程度有联系/

!"

0

*而
Z[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能够介导内皮细胞和血小板及白细胞的黏

附作用#血小板活化时水平显著升高#也是动脉粥样硬化中的

重要炎性物质/

!#

0

*

本次研究通过氯吡格雷对患者进行了治疗#氯吡格雷是血

小板受体拮抗剂#能够选择性)不可逆地抑制二磷酸腺苷受体#

能够与其结合而抑制依赖性糖蛋白受体复合物的激活#从而抗

血小板聚集)活化/

!)

0

*有大量的研究显示#氯吡格雷治疗脑卒

中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同时安全性高/

!+

0

*而在本次研究中发

现#观察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显著降低#并且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表明疗效优于阿司匹林*同时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清中

[!&&O

)

YYZ/"

和
96/WSZ

)

UQ/'

)

Z[

等指标水平均显著升高#

表明在脑组织损伤中#除了相关神经胶质细胞的相关标志物有

所升高#炎性介质水平也有显著升高*而经过治疗患者血清中

[!&&O

)

YYZ/"

和血清炎性标志物的水平均显著降低#说明氯

吡格雷在抗血小板凝集的同时能够产生较强的抑制炎性反应

的效果*并且经过经过
Z485613

相关分析发现#患者治疗前后

的神经功能缺失评分与血清中
[!&&O

)

YYZ/"

和
96/WSZ

)

UQ/

'

)

Z[

等炎性标志物水平呈负相关#提示脑卒中患者损伤的严

重程度与各指标水平具有相关性#能够作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诊断治疗的参考指标*

综上所述#氯吡格雷用于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疗效好#

安全性高#主要的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清中
[!&&O

)

YYZ/"

水平#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及稳定斑块等作用相关#并且与

具有显著的抑制炎性反应的作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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