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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高危患者高敏斆反应蛋白 斈灢二聚体水平变化

张春香棻棳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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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高龄暍糖尿病等高危因素对房颤患者高敏 斆反应蛋白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变化的影响暎方

法暋将棿棸例房颤患者分为持续性房颤和阵发性房颤棽组棳同时选取棽棸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棳分别对其高

敏斆反应蛋白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分别进行测定棳采用统计学方法测定其差异暎结果暋持续性房颤组高敏斆反应蛋

白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阵发性房颤患者及对照组棳阵发性房颤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也高于对照组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椈高龄暍房颤合并冠心病暍高血压暍糖尿病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均较无合并

症者高棳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暎结论暋高龄暍冠心病暍高血压等高危因素与房颤患者斆反应蛋白暍斈灢
二聚体水平升高密切相关棳在治疗过程中与一般房颤患者相比棳更应引起足够重视暎

关键词暋房颤椈高敏斆反应蛋白椈斈灢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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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棬斄旚旘旈斸旍斊旈斺旘旈旍旍斸旚旈旓旑棳斄斊棭棳
是临床 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棳在我国人群中的

发病率约为棸灡椂棻棩椲棻椵棳且随着年龄增长棳房颤的发

生率不断增加棳椄棸岁以上人群中棳房颤的发生率可

高达椄灡椄棩椲棽椵暎高敏斆反应蛋白棬斎旈旂旇灢旙斿旑旙旈旚旈旜旈旚旟
斆灢旘斿斸斻旚旈旜斿斝旘旓旚斿旈旑棳旇旙灢斆斠斝棭暍斈灢二聚体棬斈灢斈旈旐斿旘棭
水平作为房颤患者诊断及临床治疗的依据棳已得到

普遍认可棳但对房颤高危患者高敏 斆反应蛋白暍斈灢
二聚体水平变化的研究目前未见相关报告暎本文

通过对房颤高危患者高敏 斆反应蛋白暍斈灢二聚体

水平变化的研究棳旨在探讨高危因素对房颤患者诊

断暍治疗及预后的影响暎
棻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实验组椇选取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心内科棽棸棻棸年椃月至棽棸棻棽年棽月住院患者棳
根据中国棽棸棸椆房颤诊断治疗指南标准棳结合患者

症状暍体征及心电图检查可确诊为房颤患者棿棸例暎
所有患者均排除急暍慢性血液病暍肿瘤暍新近外伤暍
手术暍活动性出血暍急性感染暍风湿活动暍心脏瓣膜

修复术后暍低蛋白血症暍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等情况椈
房颤患者未服用华法林及抗血小板药物或至少停

服棽周以上暎
持续性房颤组椇棽棾例棳男棻棾例棳女棻棸例棳年龄

棿椃暙椃椃岁棳平均年龄棬椂棸灡棿棽暲棻棽灡椂棭岁棳持续时间

棸灡 暙棽棸斸棳平均棬椂灡棿暲棿灡椆 棭斸棳其中冠心病棻棽例

棬棽例合并糖尿病棭棳高血压椄例棬棻例合并糖尿病棭棳

特发性棾例暎
阵发性房颤组椇棻椃例棳男棻棾例棳女棿例棳年龄

棿椆暙椃 岁棳平均年龄棬椂椂灡棾棿暲棻棾灡椃棻棭岁棳阵发性房

颤病史棻暙棻棸斸棳平均棬灡棿椂暲棾灡椄棸棭斸棳其中冠心病棾
例棳高血压病椆例棬棽例合并糖尿病棭棳糖尿病棽例棳
特发性棾例暎

对照组椇棽棸例棳男暍女各 棻棸例棳年龄 棿棿暙 椄
岁棳平均年龄棬棿椆灡棻棽暲棻棸灡棽棸棭岁暎经查体暍心电图暍
经胸超声棬斣斣斉棭和实验室检查无异常的健康志愿

者暎
棻灡棽暋方法

所有实验组暍对照组人员均在签订知情同意书

后进行一般情况调查棬性别暍年龄暍相关疾病等情

况棭棳并常规空腹采血棿旐旍用于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

水平测定暎
棻灡棽灡棻暋旇旙灢斆斠斝水平测定暋取血样棽旐旍棳免疫浊度

法棬奥林巴斯旇旙灢斆斠斝定量检测试剂盒暍奥林巴斯

斄斦棿棸棸全自动生化仪棭测定旇旙灢斆斠斝水平暎
棻灡棽灡棽暋斈灢二聚体水平测定暋取血样棽旐旍以棻棸棩
斉斈斣斄 抗凝棳棿曟下棽棸斠斝斖 离心棻 旐旈旑棳分离血

浆棳采用快速定量全自动 斉斕斏斢斄 法棬法国梅里埃

斨斏斈斄斢免疫检测仪棭测定斈灢二聚体水平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处理

采用斢斝斢斢棻棾灡棸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棳旇旙灢
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以 暲 表示棳两组间均数比

较采用 检验棳 椉棸棶棸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房颤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变化的比较

棿棻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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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房颤组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均明显

高于阵发性房颤患者及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棬 椉棸灡棸 棭椈阵发性房颤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

平也高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
棬表棻棭暎
表棻暋房颤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变化的比较棬 暲 棭

旑 旇旙灢斆斠斝棬旐旂棷斕棭 斈灢二聚体棬毺旂棷斕棭
持续性房颤组 棽棾 棿灡棸椃暲棻灡棿棽 棾棽棽灡棿棾暲椂椄灡椃棿
阵发性房颤组 棻椃 棾灡棾棻暲棻灡棾棿 棽棿椆灡椆棿暲椃棽灡棻棸

对照组 棽棸 棸灡椄棻暲棸灡棿椃 棻棽棾灡椂棸暲 灡棾
棽棸灡椃椂灣 棿椆灡椃棽灣

棸灡棸棸 棸灡棸棸

棽灡棽暋房颤高危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变化的

比较棬 暲 棭
以椂棸岁为界限棳将棿棸例房颤患者分为棽组棳

对其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进行检测发现椇高龄房

颤患者棬椂棸岁以上棭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均明显

高于 椆 岁以下患 者棳差异有 统计学 意义 棬 椉
棸灡棸 棭椈房颤合并冠心病暍高血压任一高危因素疾

病棳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均较无合并症者

高棳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椈房颤合并

糖尿病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均较无合并症

者高棳且仅在 旇旙灢斆斠斝 差异有 统计学 意义 棬 椉
棸灡棸 棭棳而在斈灢二聚体水平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棬 椌棸灡棸 棭棬表棽棭暎
表棽暋房颤高危患者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变化的比较棬 暲 棭

房颤常见高危因素 旇旙灢斆斠斝棬旐旂棷斕棭 斈灢二聚体棬旛旂棷斕棭

年龄因素
椂棸岁以上棬旑椊棻棽棭
椆岁以下棬旑椊棽椄棭

灡棾椂暲棽灡棻
棾灡棸 暲棻灡棾椃 棿灡棻棸 棸灡棸棸 棾棿棻灡棻棽暲椆棽灡棿

棽椃棸灡棿椂暲椃椆灡棾棸 棽灡棿椂 棸灡棸棽

房颤合并冠心病
房颤合并冠心病棬旑椊棻 棭
房颤无冠心病棬旑椊棽 棭

棿灡椆椆暲棻灡椄棽
棾灡棸棿暲棻灡棿 棾灡椃棿 棸灡棸棸 棾棾灡椆椄暲棻棸椃灡椂棽

棽棿灡棽棸暲椆椄灡棽棻 棾灡棸棸 棸灡棸棸

房颤合并高血压
房颤合并高血压棬旑椊棻椂棭
房颤无高血压棬旑椊棽棿棭

灡棿棽暲棽灡棸椂
棾灡椆 暲棻灡棿椄 棽灡椂棾 棸灡棸棻 棿棿灡椆棿暲棻棻棿灡棻椄

棽椃棿灡棻棾暲椆棿灡 灡棿 棸灡棸棸

房颤合并糖尿病
房颤合并糖尿病棬旑椊 棭
房颤无糖尿病棬旑椊棾 棭

棿灡椆棾暲棽灡棾棸
棾灡椄暲棻灡棽椃 棾灡棿椄 棸灡棸棸 棾棻棻灡棸棻暲椃椄灡棽棿

棽椄椄灡椄椃暲椂灡棻棻 棸灡棾椄 棸灡椃棻

棾暋讨论

一般认为棳我国健康人群旇旙灢斆斠斝水平的中位

数范围为棬棸灡椄暙棻灡棻棾棭旐旂棷斕棳多数研究认为 旇旙灢
斆斠斝在棾旐旂棷斕以下冠心病等发生危险较低椲棾灢棿椵棳
曒棾旐旂棷斕为高旇旙灢斆斠斝组棳椉棾旐旂棷斕为正常 旇旙灢
斆斠斝组暎本研究显示椇对照组旇旙灢斆斠斝水平 高为

棸灡椆椄旐旂棷斕棳 低为棸灡棽椆旐旂棷斕棳平均棬棸灡椄棻暲棸灡棿椃棭
旐旂棷斕棳这与国内外的研究报道相符暎而在房颤患

者中棳旇旙灢斆斠斝水平 高达到椂灡棸棻旐旂棷斕棬持续性房

颤棻例棳合并冠心病棭棳 低为棻灡棿 旐旂棷斕棳均高于

我国健康人群标准暎表明旇旙灢斆斠斝水平增高棳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炎症可能导致心房结构重构棳对心房

颤动的持续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棳进而促进了心房

颤动持续的时间暎本文研究显示持续性房颤组旇旙灢
斆斠斝水平高于阵发性房颤组棳亦说明随着旇旙灢斆斠斝
浓度阶梯样的升高棳其房颤负荷也在逐渐升高棳也
说明炎症与房颤患者的左房重构可能有关棳进而影

响了房颤的进一步发展椲椵暎

只要机体血管内有活动的血栓形成及纤维溶

解活动就会有 斈灢二聚体产生棳其水平的增高反映

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加棳是体内高凝状态和纤维亢进

的分子标志之一椲椂椵暎斈灢二聚体是反映机体凝血与

纤溶状态的一个敏感而又特异的指标棳它是交联纤

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暎本研究显示椇房颤患者

斈灢二聚体水平为棽棻椃暙棿棸棽毺旂棷斕棳均高于正常值

棬棽棸棸毺旂棷斕棭棳这说明斈灢二聚体水平升高可作为房颤

的诊断标准之一棳持续性房颤组 斈灢二聚体水平与

阵发性房颤组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斈灢二聚

体水平的高低与患者病情程度正相关棳这与国内外

的报道相一致暎
此外棳本研究还发现椇高龄棬椂棸岁以上棭暍冠心

病暍高血压暍糖尿病等高危因素均能引起房颤患者

旇旙灢斆斠斝及斈灢二聚体水平的升高椲椃灢椄椵棳且与无合并

症者相比棳除房颤合并糖尿病患者 斈灢二聚体水平

外棬样本数量较少棳统计学意义不大棭棳其余方面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暎这均在很大程度

上提示了这些危险因素对房颤患者的影响椇一方

棻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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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棳旇旙灢斆斠斝暍斈灢二聚体水平高低与房颤患者的病情

程度成正比棳各种高危因素不仅加重了病情棳还给

患者身心带来了较多痛苦椈另一方面棳在治疗过程

中棳单一治疗房颤已无法达到较好的治疗目的棳需
采用多种方法和药物进行治疗棳无疑增加了治疗难

度棳又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压力暎因此棳在房颤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棳对于各种高危因素棳积极采用

合理有效治疗方法棳并引起医务工作者的足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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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椈斆斈棻棿椃的阳性表达率在有淋巴结转移者明

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棳与 斮旛等椲椃椵的研究一致暎
所以临床上可用斆斈棻棿椃作为宫颈癌的分子标志物

之一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及判断预后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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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斨斨斏检查心肌功能方面联合起来棳为 斆斄斅斍术

后心肌供血情况的无创性影像诊断提供了一种更

全面暍有效的新方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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