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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血压是临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

一#在目前#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人数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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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血栓发生率以及病死率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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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由于
,

型高血压引发血栓情况不断增加'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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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发生血栓后#对患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非常的高#给患者的家

庭*身心#以及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与负担+对

于
,

型高血压其危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也就是高血压

和高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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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从而导致患者形成血栓的几率

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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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大量研究表明#血栓的形成是由于

血管内皮细胞*凝血*抗凝*纤溶体系和血液流变学等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在血栓形成以前#就开始出现不同程

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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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前状态指的是#患者体内由于多种因素

而引起的凝血*纤溶系统平衡失调*抗凝*促使血管内血栓形成

的一种病理状态#即纤维蛋白生成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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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表现出

的是患者血管中形成血栓的一种可能性的大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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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

半胱氨酸&可直接或间接引起患者血管内皮细胞的破损#从而

导致血管平滑肌细胞不断的增殖#影响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过

程#增强了血小板功能#从而引起了血栓形成'

'FD'0

)

+目前#国

外的很多国家都开始使用
.

族维生素联合叶酸的方法#来降

低高
,J

L

血症和脑卒的病死率'

'*D'3

)

#显示了与叶酸协同在降

低
,J

L

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这些#对于探讨
,

型高血压

血栓前状态特征与其对患者长期影响#无非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研究报道如下+

本研究中#通过将患者按照
,J

L

水平分为
,

型高血压组

和单纯型高血压组后#对其进行了研究对比#结果显示#

,

型

高血压组和单纯型高血压组之间对患者的收缩压比发现#

,

型高血压血栓前#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没有明显的变化#不

能作为血栓前状态的特征+通过研究两组之间患者的基本资

料发现#

,

型高血压组和单纯型高血压组在
AS

*

BS4D'F)

*

C'f%

*

7AD

'

对比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

&#而对于

血糖*血脂*

CY.

*血浆黏度*

/D/K"9<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

&#同时#通过研究
,J

L

与血栓前状态指标的相关性

发现#

,J

L

与
AS

表现出正相关性$

!

$

)()0

&#与
7AD

'

表现

出负相关性$

!

$

)()0

&#而与
BS4D'F)

*

C'f%

*

/D/K"9<

*

CY.

没有表现出相关性$

!

%

)()0

&#并且相关文献表明
,J

L

的水平

在
,

型高血压患者血栓出现前是表现出一种上升趋势'

''

)

#这

说明对于
,

型高血压患者血栓前状态中促凝标记物
AS

的水

平会出现明显的升高#而抗凝标记物
7AD

'

的水平会出现明显

的降低#并且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
/D/K"9<

也是一种重要

的标记物'

'%

)

#而对于
BS4D'F)

*

C'f%

*

CY.

在本实验中由于缺

乏大量的患者资源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它们与
,

型高血压血

栓前状态特征的关系并没有得到验证+最后#通过对患者的长

期随访调查发现#

,

型高血压组的血栓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纯

型高血压组%

,

型高血压组的病死率明显高于单纯型高血压

组#这说明
,

型高血压组会更加容易形成血栓而威胁患者的

生命#更加验证了
,

型高血压的危险性+

综上所述#

,

型高血压患者血栓前状态中促凝标记物
AS

的水平会出现明显的升高#而抗凝标记物
7AD

'

的水平会出现

明显的降低+同时#

,

型高血压组会更加容易形成血栓而威

胁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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