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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酸及尿微量白蛋白水平与冠心病患者
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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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冠心病患者血尿酸水平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同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及形态之间的关

系。方法选取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心病患者159例，检测血尿酸水平(UA)和晨尿白蛋白／肌酐浓度值

(UACll)，并结合冠状动脉造影所见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积分和有无复杂狭窄进行分析。结果有复杂狭窄

组血UA水平及IJACR较无复杂狭窄组者明显增高(P均<0．05)；多因索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冠状动脉病变的

严重程度与血清IJA和UAClt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结论血尿酸及尿微量白蛋白升高与冠心病患者的

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和形态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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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trae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mhip between the levels of senlln uric acid and uric micro—

albumin and the morphology and degree of coronary stenosfie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elerotie diseas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nin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whether complex stenosis w聃

present Or not．The degree of 8tenosis w舶analysed in terms of coronary sten08is index a8 well．The levels of Sel'tllD U—

ric acid(UA)we砖detected，and levels of micro—albuminuria w∞expressed by urinary albumin—to-ereatinine ratio

(UACR)．Results There'Wel∞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complex stenosis and those without in

terms of IJA and UACR(P<O．05)．By the method of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correlation，it is found

that UA and UACR'Wl目t"e linear related to the coronary stenosis ind瞄．Collciusion The increased levels of UA and

IJACR C：811 contribute to the complex stenosis and the degree 0f coronary stenc瞎tie lesion in
patients

witlI coronary 81"-

te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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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临床研究结果提示，血尿酸水平(uric

acid，uA)增高与冠心病相关，但UA是否可作为冠

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尚未得出肯定的结论，且高尿

酸血症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存在争

议⋯。近年来，尿微量白蛋白被看成是心血管疾病

的危险因素之一，与心血管事件危险性和总病死率

相关拉1；也有人认为，尿微量白蛋白是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的标志。尿微量白蛋白测定方法有三种：晨

尿白蛋白浓度、24 h尿白蛋白排泄率和尿白蛋白／

肌肝浓度值(urinary albumin．to—ereatinine ratio，

UACrt)。晨UACR检测快速方便，且与24工h尿

白蛋白排泄率有良好的相关性。我们检测了冠心病

患者尿微量自蛋白及血尿酸水平，并结合这些患者

的冠状动脉造影显示的冠状动脉病变形态进行分

析，以探讨血尿酸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与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程度及斑块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07-01—2008-06因胸痛而

接受冠状动脉(冠脉)造影并证实有冠脉病变的患

者159例，其中男性95例，女性6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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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7．6)岁；平均总胆固醇(TC)(4．56±0．73)

mmol／L；平均甘油三酯(TC)(1．83 4-0．59)mmol／L；

平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1．02±0．25)

mmol／L；平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u)L)(2．91±

0．76)mmoVL；平均血清UA(437 4-118)I岫aol／L。

其中稳定型心绞痛[稳定的心绞痛症状达6个月以

上且近期(12周内)无心肌梗死发生]患者56例，急

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

肌梗死)103例。除外合并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心

功能不全及脑卒中患者，排除了肝功能异常、吸烟量

平均每天超过5支、饮白酒量每天超过35 g者。所

有患者均于空腹12 h后采用HITACHI 7170A型全

自动生化仪检测临床生化指标。

1．2检测方法

1．2．1血尿酸及尿微量白蛋白检测 (1)血尿酸

测定：应用东芝1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2)UACR测定：①尿白蛋白测定：应用东芝120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芬兰Orion公司提供试剂盒，

按照说明书的参数设置进行检测；②尿肌酐测定：应

用东芝1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英国Randox公

司提供试剂盒，按照说明书的参数设置进行检测。

1．2．2冠状动脉造影和资料分析按标准Jud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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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冠脉造影术，仪器为Innova 2000心血管摄影

机。应用计算机定量分析系统(QCA)定量分析冠

状动脉病变程度。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积分方法如

下：24％以下为1，25％-49％为2，50％-74％为3，

75％。89％为4，90％～99％为5，100％为6，分别累

计各例患者的积分总和。根据造影结果将狭窄≥

30％冠状动脉病变分为光滑狭窄和复杂狭窄，后者

包括：(1)狭窄形态不规则或边缘呈齿状；(2)病变

呈悬垂型；(3)溃疡病变；(4)与冠状动脉内血栓形

态一致的充盈缺损u1。

1．3评价标准任何一支冠脉有复杂狭窄者归为

复杂狭窄组(A组)，余为无复杂狭窄组(B组)。

1．4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元±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检验。考察血uA及UACR同
冠脉狭窄程度的关系时用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应

用SPSSll．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P<O．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2结果

2．1两组IJACR和血尿酸及生化指标的比较A

组血生化指标和血UA水平及UACR较B组明显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意义(P均<O．05)。见表1。

表1 两组UACR和血尿酸及生化指标比较(孑±，)

2．2 UACR及血清尿酸水平与冠脉病变程度的关

系以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为应变量(Y)，而以患者

年龄(X1)、TC(X2)、TG(X3)、HDL(X4)、LDL

()(5)、uA(X6)及UACR(X7)作为自变量，进行多

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可得回归方程：Y=8．573 4-

0．014X6—3．637)／4+1．026X6。经检验可得F=

4．871，P=0．039，说明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表

明冠脉病变的严重程度与血清UA、HDL及UACR

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3讨论

3．1血清UA水平升高可促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氧化和脂质过氧化，其与氧自由基产生增加和血

小板粘附性增强有关，并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

中起关键作用。此外，UA结晶沉淀于动脉壁可损

伤动脉内膜，从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

本研究通过逐步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冠脉狭窄程

度积分与血清UA和HDL水平存在线性关系，提示

冠心病患者血清UA水平与冠心病的发生及其严重

程度有关。

3．2 Diercks等H1发现，尿微量白蛋白与静息心电

图缺血改变相关，提示尿微量白蛋白可能与冠心病

发病有关。有研究显示尿白蛋白排泄率增高者内皮

依赖性舒张功能受损，因而认为尿白蛋白排泄率增

高可作为冠心病患者内皮功能广泛受损的标志【5J。

尿微量白蛋白与冠心病发病相关的确切机制有待深

入研究。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尿微量白蛋白与冠状

动脉病变相关，尿微量白蛋白随着冠状动脉病变程

度的增加而增加∞J。本研究发现，冠脉狭窄程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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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UACR也存在线性关系，提示冠心病患者

IJACR也与冠心病的严重程度有关。

3．3 Kaski等【31研究提示，冠状动脉造影显示为复

杂形态的狭窄较光滑者发生迅速进展的危险较高；

还有研究显示，有复杂狭窄的心绞痛患者内皮功能

损伤较无复杂狭窄者明显【7】。本研究表明冠脉病

变者中，有复杂冠脉狭窄病人的uA明显高于无复

杂狭窄者，可以认为尿酸增高对冠脉病变的稳定性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对血管内

皮功能的损伤来起作用的【8J，从而可以推测血UA

水平对冠脉病变患者的冠脉事件的发生有所预测；

同时，有复杂冠脉狭窄病人的UACR明显高于无复

杂狭窄者，可以认为IJACR升高对冠脉病变的稳定

性也有影响。进而可以认为，血尿酸增高和尿微量

白蛋白增加可促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增

加。

总之，本研究提示，血尿酸及尿微量白蛋白升高

与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和形态有一定程

度的关系。这可能也是尿酸和尿微量白蛋白影响冠

心病患者预后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Yerdeeehia P，Sehillaei C，Reboldi G，et a1．Relation betw∞n咖
uric acid and risk of eardiovueular disem in essential hypertemion．

The PIIJIVIA study[J】．1typomnsion，2000，36(6)：1072—1078．

2 l-bins L，l-tillege MD，Vaelav F，et a1．Urinary albl．1lmn exertion

pIedic臼cdIdiam∞lIlar and noneardiovMeular mortality in general

population[J】．Cii℃mlation．2002，106(14)：1777—1782．

3 Kaski JC，Chester MR，Chen L，et a1．rtapia锄gi哪乒翟llic p加F嘲越∞

of coronary artery dim in patients with a略i．a pt!ct面8．The role of

complex-咖啊is moiphology[J】．Circulation，1995，92(8)：2058

—2065．

4 i)icreks GF。Van B咖AJ，ltillcge肌，et a1．1llieroalbumimm il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isehaemie eleetroeardioga'aphie Idmor-

nudities in alarge non-diabetie population．The PREVEND(Prwelll-

tion 0f REnal and Vascular V．N,l嗍e 1)isease)枷dy[J】．Eur Heart

J，2000，21(23)：1922—19"27．

5 Clausen P。．1emen JS，J∞ⅫG，el a1．nevated urinary albumin elt-

c硎∞i8 aJlsoeinted with impaired arterial dilatory e．apaeity in elinl-

e．ally healthy,ubjeets[J]．Circulation，2001，103(14)：1869一

1874．

6"Tunle K，Puhlman ME，Cooney SK，et n1．IJrinnry albumin and in-

lttlin聃pl脚lietom of coronary artery dim．An angioouphic study

【J]．Am J Kidney Dil，1999，34(5)：918—925．

7杜志民，梅卫义，胡承恒，等．心绞痛患者血管内皮功能与冠状动

脉病变的关系及临床意义[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5，33(增

刊)：22—25．

8 Kato M，Itisatome I，Tomikum Y，et a1．Status 0f endothelial do-

pendent v嬲odilation in patient8 with hypemrieemia[J]．Am J Cazdi-

ol，2005，96(11)：1576—1578．

[收稿日期2009—09—21][本文编辑韦挥德黄晓红]

糖耐量减低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关系的分析

田锦芳

作者单位：461000河南，许昌市中心医院

作者简介：田锦芳(1967一)，女，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E-rail：JFtiLn2006@yahoo．cam，cltlt

[摘要】 目的探讨糖耐量减低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的关系。方法测定并分析82

例OSAS患者中43例糖耐量减低(ICT)患者(IGT组)和39例非IGT患者(非IGT组)的睡眠呼吸监测指标和

体重指数(BⅧ)，探讨糖耐量减低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相关性。结果IGT组的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指数(AHI)低于非IGT组；最低脉氧饱和度(Lsp02)低于非IGT组；ICT组的体重指数明显高于非IGT

组。结论糖耐量减低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关系密切。

【关键词】糖耐量减低；睡眠呼吸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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