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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m

[摘要」 目的 探讨氧化应激在首发单一病灶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可能致病机制
。

方法 ( l) 将患者

分为卒中后抑郁组和非抑郁组
,

分别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及 s 0 D
、

M D A
、

P
一

LP o
、

P
一

vi ct
、

P
一

N O 的检验
。

( 2) 卒中后抑郁组按抑郁程度又分为轻
、

中
、

重度抑郁患者
,

并比较它们之间的 SO D 值和 M D A 值
。

结果

( l )卒中后抑郁组 S O D
、

P
一

L p o
、

P
一

N O 值较非抑郁组增高
,

MD A
、

P
一

v it C 值较非抑郁组低 ; ( 2 )重度抑郁患者

SO D 值高于轻
、

中度抑郁患者 (尸 < 0
.

05 )
,

而 M D A 值低于轻
、

中度抑郁患者 ( p < 0
.

05 )
。

结论 ( l) 氧化应激

效应可能参与了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理 ; ( 2 ) 重度抑郁组可能存在更剧烈的氧化应激反应
。

〔关键词〕 卒中后抑郁 ; 氧化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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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P O )
,
p la s m a n i t ir e o x i d e ( P

一

N O ) w e er m e a s u r e d
.

( 2 ) B
a s e d on H a m il t o n D

e p er
s s i o n R

a t i n g S e a le
, th e p at i

e n st w e er d i vi d e d i
n t o th e s e g or u P s

,
m i l d d e p er s s

i
o n ,

m o d
-

e
ar t e d e p er s s

i
o n , s e v e er d e p r e s s io n g or u p an d M DA

,

SO D le v e l w e er e o m p a er d a m o n g 3 g or u p s
.

R e s ul st ( l ) C
o m

-



·

60 4
·

稗
r
闷 w it hn o n 一

P SD 脚印
,

ht e S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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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D 脚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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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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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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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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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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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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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e y w o r ds 〕 osP
t一 s t

okr
e d e pesr

s
i on ; o x i d at iv e s

estr
s

脑卒中后抑郁 ( p
o s t

一 s t or k e d e p r e s s i o n
,

p SD )是 度抑郁
,

〕 24 分为重度抑郁
。

脑卒中后常见的情感障碍
,

SP D 可影响患者神经功 1
.

2 主要试剂与检测方法 分别抽取患者清晨空

能的恢复和转归
,

使患者的病死率增加
,

日益引起学 腹静脉血
,

室温放置 Z h
,

以 2 000 r/ m in 离心 10

者的重视
。

卒中后氧化应激反应可导致神经元的缺 m in
,

提取血清 100 闪
,

放置
一
70 ℃ 冰箱保存

。

用硫

血再灌注损伤
,

然而氧化应激与 sP D 的关系尚未清 代巴比妥酸法测定 M D A
,

黄嗦吟氧化酶法测定 SO D

楚
。

本研究通过检测急性期脑梗死患者血清超氧化 (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博

物歧化酶 ( SO D )水平
、

丙二醛 ( M DA )
、

血浆过氧化 奥森物科技有限公司
,

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进

脂质 ( P
一

廿o)
、

血浆维生素 C ( P
一

vi t C )
、

血浆一氧化 行 ) ; P
一

L PO 含量检测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显色比色

氮 ( P
一

N O )水平
,

旨在探讨氧化应激在 SP D 发病中 法
,

P
一

vi tC 含量检测采用亚铁嗦显色分光度比色法
,

的可能致病机理
。

P
一

N O 含量检测采用 。 一

奈胺显色分光光 度 比色分

1 资料与方法 析法
。

1
.

1 一般资料 选择 2 006 习6
一 2 009

一

12 首次发病 1
.

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 PS S 13
.

O 软件包进行统计

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
,

经 C T 及磁共振成像 ( M IR ) 学处理
,

计量资料以均数 士标准差 (无土
:
)表示

,

两组

检查诊为大脑半球单一病灶
,

符合第二届全国脑血 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川 的脑卒 中患者共 162 析
,

均数间两两 比较采用 q 检验
。
尸 < 0

.

05 为差异

例
,

男 8 5 例
,

年龄 5 9 一 7 6 ( 6 2
.

7 5 士 9
.

8 4 ) 岁
,

女 7 7 有统计学意义
。

例
,

年龄 62
~ 71 ( 61

.

75 士 10
.

84) 岁
。

随机分为卒中 2 结果

后抑郁组 ( n = 6 5 )和非抑郁组 (
n = 9 7 )

,

两组性别
、

2
.

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五项指标比较 卒中后抑

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

具有可 比 郁组 S O D
、

P
一

L P O
、

P
一

N O 值显著高于非抑郁组
,

差异

性
。

卒中后抑郁患者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 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1 )
,

而 M D A
、

P
一

vi ct 值显著

诊断标准中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抑郁状态的标准 z[]
。

低于非抑郁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1 )
。

见

抑郁程度按汉密尔顿 ( H A M D )抑郁量表 17 项版本 表 1
。

评定分级标准
,

8 一 16 分为轻度抑郁
,

17 一
23 分为中

表 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五项指标比较 (无
士 :

)

组 别 例数 S O D ( U/ 耐 ) M D A (
n m ol/ ml ) P

一

V i tC (林m o l/ L )

抑郁组

非抑郁组

6 5

9 7

9 7
.

8 1 土 12
.

1 9

7 9
.

4 3 士 10
.

47

4
.

8 8 土 0
.

3 0

5
.

0 5 土 0
.

27

P
一

LP O ( m
o l/ L )

1 3
.

5 8 土 1
.

06

1 2
.

18 土 0
.

74

4 3
.

4 5 士 4
.

9 5

5 4
.

7 4 士 4
.

2 5

P
一

N O ( 林m
o F L )

5 14
.

9 7 士 6 6
.

2 3

3 6 2
.

84 士 4 9
.

6 2

10
.

24 7 3

0
.

0 0 0 0

3
.

7 5 5 7

0
.

0 0 0 2

9
.

9 02 0

0
.

0 0 0 0

15
.

5 0 3 9

0
.

0 0 0 0

1 6
.

6 9 45

0
.

0 0 00

2
.

2 抑郁组中轻
、

中
、

重度抑郁患者两项指标比较

轻
、

中
、

重度抑郁患者在 S O D
、

M D A 上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
。

重度抑郁患者的 S OD 值均显

著高于轻
、

中度抑郁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
,

而轻
、

中度抑郁患者在 SO D 值上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重度抑郁患者的 M D A值均显

著低于轻
、

中度抑郁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5 )
,

而轻
、

中度抑郁患者在 MD A 值上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 5 )
。

见表 2
。

表 2 轻
、

中
、

重度抑郁患者两项指标比较 (无
士 :

)

分 度 例数 S o D ( U / m l ) M D A (
n m o F n l l )

轻度抑郁 2 5 8 9
.

6 4 土 6
.

2 3 5
.

2 6 士 0
.

26

中度抑郁 25 9 2
.

17 士 7
.

2 2 5
.

18 士 0
.

16

重度抑郁 1 5 10 2
.

13 士 5
·

3 2
`

4
·

2 1 士 0
·

1 1
’

F 一 1 8
.

4 37 6 15 2
.

6 7 8 7

P 一 0
.

0 0 0 0 0
.

0 0 00

注
:
与轻

、

中度抑郁患者比较
, .

尸 < 0
.

05

3 讨论

3
.

1 氧化应激是指 自由基产生过多或抗氧化物质

水平减少而使两者之间的平衡失调所造成的损伤
,



6 0 5

研究表明氧化应激反应在 PS D 中起一定 的作用
。

a k r t s sei t
n
等川认为梗死病变损害了 5

一

经色胺 ( 5
-

H T ) 能和去甲肾上腺素 ( NE ) 能神经元及传导通路
,

使 5
一

HT 和 N E 含量下降而致抑郁的发生
。

在应激

反应中由于脑细胞耗氧量大
,

可产生大量自由基
,

大

脑细胞由于其细胞膜含有大量的对氧自由基攻击较

敏感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

因此容易受到氧自由基的

损伤
,

产生大量的脂质过氧化产物
,

并且受损伤的神

经元不能再生
。

自由基反应引起脂质过氧化形成脂

质过氧化物 ( LP O )
,

LP O 的产物 M DA 极易修饰低密

度脂蛋白 ( L D L )
,

是粥样斑块形成 的促发因子
。

SO D 和 M D A 可间接反应 自由基代谢水平
。

增强自

由基清除能力如增加 SO D 浓度
、

降低 M D A 表达
,

可

以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 〕。

本实验结果显示脑卒中

后抑郁组患者 SO D 较非抑郁组增多
,

M DA 较非抑

郁组减少
,

表明机体在氧化应激反应过程中有增强

自由基清除能力的表现
,

也间接提示了氧化应激效

应可能参与了 SP D 的发病机理
。

3
.

2 最近 N a ur s h i m a
等 [ ’ ]认为细胞因子与 5

一

H T 通

过叫噪胺 2
,

3
一

双加氧酶 ( ID O ) 的相互作用可能在

P SD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卒中后致炎性细胞因子增

多导致了炎症过程的增强 (尤其是边缘区 ) 和 ID O

酶的广泛激活
,

并继发病变边缘结构如前侧额皮质
、

颖极皮质和基底节的 5
一

H T 耗竭
。

脑梗死后损伤区

发生明显炎症反应
,

炎症细胞
、

吞噬细胞诱导大量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 NI O s) 产生
,

均可导致 N O 增

加〔6〕。

N o 也可与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等作用生成氧

化性更强的自由基
一

过氧亚硝酸阴离子 ( O ON O
一
)

,

后者可造成细胞坏死和组织损伤川
,

上述自由基和

P
一

LP O
,

必然消耗大量 SO D
、

iV tC
。

本文结果显示抑

郁组 P
一

廿O
、

P
一

N O 高于非抑郁组
,

而 P
一

V i t C 低于非

抑郁
,

说明 SP D 患者体内 N O 自由基产生增多
,

细胞

膜脂质过氧化反应病理性加剧
,

促使氧化
、

抗氧化平

衡紊乱
。

本文结果表明
,

重度抑郁患者与轻
、

中度抑

郁患者之间 SO D 值和 M D A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重度抑郁患者可能存在更剧烈的细胞膜脂质过

氧化反应
,

氧化
、

抗氧化平衡紊乱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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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长骨骨折内固定术中交锁髓内钉瞄准器校正瞄准的应用效果
。

方法 用可调式交

锁髓内钉瞄准器与非可调式交锁髓内钉瞄准器在两个动物实验组 ( A
、
B 组 ) 中进行对比

。

结果 可调式交锁

髓内钉瞄准器在瞄准偏差的情况下
,

通过校正瞄准达到正确瞄准
,

非可调式交锁髓内钉瞄准器在瞄准偏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