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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血脂异常及炎症反应与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关系。方法 选择2009-05～ 

2013-04在该院住院治疗的 132例冠心病患者，彩超检查颈动脉显示伴有颈动脉斑块形成93例(观察组)，不 

伴有颈动脉斑块 39例(对照组)。均常规检测总胆固醇(TC)、低密度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TG)、高密 

度胆固醇(HDL—C)和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结果 观察组血清TC和 LDL—C均高于对照组(P<0．05或 

<0．01)，而两组的 hs—CRP、TG及 HDL．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结论 冠心病患者 中高 TC和高 

LDL—C可能与颈动脉斑块形成有关 ，而 hs—CRP与颈动脉斑块形成无明显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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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normal blood lipid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form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LU Zhi—dong，PAN qing—deng，HUANG Yong—kang．Depart— 

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the Second People 5 Hospital of Beihai，Guangxi 536000，China 

[Abstra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abnormal blood lipid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as— 

sociated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form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irty—tw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09 to April 201 3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including 93 patients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ob— 

servation group)and 39 patients without carotid atherosclerotie plaque(control group)．Total cholesterol(TC)，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triglyeeride(TG)，high density lipoprote cholesterol(HDL—C)and hyper—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in all patients were detected routinely．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TC and higher LDL—C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P<0．01，respectively)．However，TG，HDL—C 

and hs—CRP between two groups had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all>0．05)．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higher TC and higher LDL—C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form ation of carotid plaque，while 

hs—CRP has not apparently related with the form ation of carotid plaque．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Abnormal blood lipid； Hypersensi— 

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 Relationship 

多项研究表明，血脂异常及炎症反应是引起多 

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超敏C反应 

蛋白(hs—CRP)是全身炎症反应较为敏感的指标之 
一

，颈动脉是观察全身动脉系统的一个窗口⋯。在 

冠心病患者中，血脂异常及炎症反应是否能促进或 

加重颈动脉斑块的形成仍未清楚。本课题通过检测 

132例伴有或不伴有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冠心病患者 

中的 hs—CRP、总胆固醇(TC)、低密度胆固醇(LDL— 

c)、甘油三酯(TG)及高密度胆固醇(HDL—C)，旨在 

了解冠心病患者中血脂异常及炎症反应与颈动脉斑 

块形成的关系，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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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9-05～2013-04在我院住 

院治疗的伴有或不伴有颈动脉斑块的 132例冠心病 

患者，男 57例，女 75例，年龄 43—85(71．66± 

9．05)岁。彩超检查颈动脉显示伴有颈动脉斑块93 

例(观察组)，不伴有颈动脉斑块 39例 (对照组)。 

观察组 93例中，男 39例，女 54例，年龄(74．29± 

7．74)岁；对照组 39例中，男 18例，女 21例，年龄 

(75．38 4-8．95)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具有可比性。所有病 

例均未使用过降脂药，均排除近期内有感染史者。 

1．2 方法 冠心病的诊断参照《实用内科学》第 13 

版-2 J。132例冠心病患者常规应用生化仪(东芝)按 

试剂盒说明分别检测 hs—CRP(乳胶 比浊法)、TC(酶 

终点法)、LDL—C(直接法)、TG(酶法)及 HDL—C(直 

接法)。均用彩超(SIEMENS，ACUSON X300)检查 

颈动脉以了解有无颈动脉斑块形成，颈动脉粥样硬 

化诊断参照此前相关报道 3 J。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4-s)表示，方 

差齐时采用 t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 tI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 132例冠心病患者中，观察组血清 TC和 LDL— 

c均高于对照组(P<0．05或 <0．01)，而两组患者的 

hs．CRP、TG及 HDL．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血脂及 hs-CRP比较(面±s) 

3 讨论 

冠状动脉硬化及颈动脉斑块形成有着相似的病 

理生理基础，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高龄、血 

脂异常、糖尿病等均是 动脉硬化 常见 的危险 因 

子 。在冠心病患者中，血脂异常及炎症反应是 

否能促进或加重颈动脉斑块的形成仍未清楚。Ishi— 

ZH等 对 154一例经冠脉造影诊断的冠心病患者检 

测 C反应蛋白(CRP)及颈动脉斑块，并将其结果进 

行多变量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CRP和颈动脉斑 

块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张若青等-8 根 

据对 8 l例冠心病患者进行研究结果认为，LDL．C是 

发生冠心病和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危险因素。周 

璐 对42例冠心病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 

合并糖尿病组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LDL)及 CRP 

明显高于单纯冠心病组。本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在 

冠心病患者中，伴有颈动脉斑块患者血清 TC和 

LDL—C均高于不伴有颈动脉斑块形成者(P<0．05 

或 <0．01)，而两组患者的hs—CRP、TG及 HDL—C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这种结果可能的原 

因包括：(1)高龄是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是同时促发或加重包括冠状动脉及颈动脉在内的全 

身动脉系统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2)hs．CRP升高 

可能同等作用于冠状动脉及颈动脉，促使此类动脉 

斑块形成；(3)高 Tc和高LDL．C可能与其他危险因 

素协同作用，引起冠状动脉硬化，持续偏高的TC和 

LDL．C可使动脉硬化扩展 ，进而引起颈动脉硬化斑 

块形成；(4)两组患者样本量过少，组间 hs—CRP、TG 

和 HDL．C的差异尚未能达到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冠心病患者中，TC和 

LDL—C的升高与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可能密切相关， 

在此类患者调脂治疗中，更应注重降低 TC和 LDL— 

C，以防止颈动脉斑块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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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糖尿病大鼠的高血糖状态持续时间对大鼠体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 

链脲佐菌素注射成功制备糖尿病大鼠模型共2O只，随机分为四组，每组5只。A组 ：成模后血糖升高4 d皮下 

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在 8～12 mmol／L之间；B组 ：成模后血糖升高持续 8 d皮下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 ；C组： 

成模后血糖升高持续2周皮下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D组：未控制血糖。以正常血糖大鼠5只为正常对照组。 

对糖尿病大鼠分别于4 d、8 d、15 d及4周取外周血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CD4 、CD8 、CIM ／CD8 及 CD4 

CD25 ／CD4 T淋巴细胞比率，以评价不同高血糖持续状态对正常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 (1)与 

正常对照组相比，A组及B组大鼠4、8、15 d及4周的各项细胞免疫指标无明显变化。(2)C组大鼠在15 d外 

周血CD4 比例下降，CD8 比例升高，CIM ／CD8 比值明显下降(P<0．05)。经控制血糖后，C组大鼠在4周 

时外周血 CIM 比例较 15 d时明显升高(P<0．05)，但仍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3)D组大鼠在 

15 d及4周外周血 CD4 比例下降，CD8 比例升高，CD4 ／CD8 比值明显下降(P<0．05)。(4)各组大鼠各 

阶段的CD4 CD25 ／CD4 T淋巴细胞比值与正常对照组大鼠差异元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血糖 

持续时间超过 2周以上即可对大鼠体内细胞免疫功能产生部分影响。在高血糖持续时间超过 2周后糖尿病 

大鼠体内细胞免疫功能明显紊乱，表明长期高血糖可以对糖尿病个体免疫功能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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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uration of hyperglycemia on cellular immunity function in diabetic rats YU Jin—ming，CAI De— 

hong，ZHANG Hua，et a1．Department ofEndocrinology，the People S Hospital of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duration of hyperglycemia on cellular immune fun— 

tion in diabetic rat．Methods Animal model of diabetes mellitus was establish via continuously intraperitoneal injec— 

tion of streptozotocin．Twenty rats with Successful modelin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each group include five 

rats．Group A：on the 4th day of Successful modeling，insulin was injected to control glucose between 8—12 mmol／L． 

Group B：After 8 d of successful modeling，insulin was injected to control glucose．Group C：After 2 weeks of sue— 

cessful modeling，insulin was injected to control glucose．Group D：After successful modeling，blood glucose did not 

con~olled in entire experiment course．5 normal rats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Peripheral bl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