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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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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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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探讨血浆 中血栓素 残 ( T x 巧 )
,

血小板
Q

颗粒膜蛋白一 1 4 0 ( G M P 一 14 0)
,

6 一 酮 前列腺素 1
。
( 6 一 K 一

P G lF a)
,

内皮素 ( E T )
、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 t P A )
、

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 ( P IA )活性
,

在脑动脉硬化
、

脑血栓发病过程的作

用及临床意义
。

方法
: T X巧

、

G m p 一 14 0
、
6 一 K 一 P G F I 。

、
E T 采用放射免疫法 ( R I A )

、
t PA

、
P IA 采用发色底物法分别测定脑动脉

硬化
,

脑血栓和正常对照组的含量
,

并进行分析
。

结果
: ①脑动脉硬化组

,

脑血栓组血小板指标 T X氏
,

G M P 一 140 水平明显高于

正常组 ( 尸均 < 0
.

0 1 ) ;②内皮细胞合成物 6 一 K 一 PG lF
a 、

E T 含量脑血栓组明显低于和高于正常组 ( 尸均 < 0
.

01 )
,

脑动脉硬化

组无明显差异 ( P 均 > 0
.

0 5)
。

③纤溶指标 tP A
,
: P A/ P IA 两组脑血管病血浆水平明显低于正常组

。
P IA 水平虽有增高

,

但无明

显差异 ( 尸 > 0
,

0 5)
。

结论愁脑血管疾病存在血小板活化
,

内皮细胞受损
、

纤溶活力低下
,

这些改变可能参与此二类疾病发病过

程
。

故须针对 以上改变对患者采用相应治疗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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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是危害人们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
,

其主要病理基础为动脉粥样硬化
。

血管内皮细胞

损伤是发生动脉粥样硬化
、

血栓形成的起始原因
,

其中
,

血小板活化是形成的主要 因素
。

近代医学

研究发现许多由血小板
、

内皮细胞分泌
、

释放的活

性肤与动脉硬化
、

血栓发生
、

发展有密切关系
,

测

定这些活性物质有助 于脑血栓的预测和疗效观

察
。

本文选择 34 例 脑动脉硬化患者
、

22 例脑血

栓患者与正常人 比较
,

探讨 T XA Z ,

P G I :
、

GM P -

14 0
、

E T
、

tP A
、

P A I在脑血管疾病进程中的临床意

义
,

现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正常对照组 59 例
,

经体检
,

肝
、

肾
、

心
、

肺
、

血

脂
、

血压等均正常
。

男 39 例
,

女 20 例
,

年龄在 40

一 6 0 岁
,

平均 50
.

2 岁
。

脑动脉硬化组 34 例
,

均经

眼底
、

T C D 确诊
,

男 20 例
、

女 14 例
,

年龄 40 一 65

岁
,

平均 54
.

4 岁
。

脑梗塞组
:
22 例

,

均 经 C T 确

诊
。

其中陈旧性脑血栓 19 例
,

现发脑血栓 3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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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
心脑血管疾 病

,

发表论

文 10 余篇
。

男 14 例
,

女 8 例
,

年龄 4 5 一 7 5 岁
,

平均 58
.

6 岁
。

1
.

2 测定方法

所有患者在观察前 Zd 停服潘 生丁
、

阿斯匹

林
、

降压药等影响花生 四烯酸 ( A A )
、

E T
、

tP A 代

谢的药物
。

此期 间维持正常饮食
,

测试 日早晨空

腹 9 时前抽 血
,

其 中 6 K p G F l a 、

T x 段
、

E T
、

G M P

一 14 0 为 E D T A 抗凝血
,

t P A
、

P A I 为构椽酸钠抗

凝血
,

4℃ 一 10 ℃ 立即分离血浆待测
,

GM P 一 140

Z h 内计数测定
。

1
.

3 测定的试剂和仅器来源

6 一 K 一 P G F l a 、

E X B Z 、

GM P 一 1 4 0
:
R I A 法

,

苏州医学院血栓室提供药盒
。

E T
:

IR A 法
,

由北京东亚免疫技术研究所提

供药盒
。

t P A
、

P A I
:

发色底物 法
,

由上海 医科大学分

子生物学研究室提供药盒
。

仪器
:

上海 日环仪 器厂 FM J 一 182 型免疫 T

一计数器
,

南京分析仪器厂 D G 一 3 0 2 2 型酶联免

疫检测仪
。

2 结 果

结果 表 明
,

血小板 活化指标
:
T X残

、

GM P -

14 0 水平脑血管病患者明显高于正常人
,

脑血栓

组高 于 脑动 脉 硬 化 组
,

但 无 明 显 差 异 ( 尸 >



0
.

0 5 ) ;内皮细胞指标
:
6 一 K 一 P G F aI

、

E T 水平脑

血栓组分别明显低于正常组
、

明显高于正常组 ( 尸

均 < 0
.

01 ) ;脑动脉硬化组与正常组 比较
,

脑血栓

组与脑动脉硬化组 比较
,

6 一 K 一 P G I。 虽有降低
,

E T 虽有升高
,

但均无明显差异 ( 尸 均 > 0
.

0 5 ) ;纤

溶活性指标
:

与正 常人 比较脑血管病患者血浆

tP A 活性明显降低 ( 尸 均 < 0
.

0 5 )
,

脑血栓组 tP习
PA I 明显降低 ( 尸 < 0

.

01 )
,

P A I 虽有一定升高但

无明显差异 ( 尸 > 0
.

05 )
,

脑血栓组与脑动脉硬

化组 比较
,

tP A
、

tP A/ P A I 虽有降低
,

P A I 有升高

趋势
,

但均无明显差异 ( 尸 均 > 0
.

0 5 )
。

见表 1
。

表 l 脑血管病患者血小板
、

内皮细胞
、

纤溶指标与正常人比较

正常组 脑动脉硬化组 脑血栓组

( 于士 , ) n ( 牙土 , ) , ( 牙士 , )

月崎444飞
一内J内、ù凡j6 一 K 一 PG F Ia ( p以m l )

T X BZ ( p g / m l )

2 3
.

9土 6
.

0

1 4 8
.

6 土 7 8
.

8

2 1
.

0 士 8
.

2 2

1 9 5
.

9 土 4 1
.

5 0 关 荟

2 2 1 8
.

4 土 6
.

5 二

2 2 2 14
.

5 士 5 8
.

4

…

99J̀气ù

99
ù、úù、ùG M P 一 140 (分子数 /血小板 ) 6 5 0 士 18 0

E T ( p岁ml ) 6 9
.

4 士 13
.

6

5 3 8士 4 54
.

5
“

7 5
.

8 士 1 9
.

4

2 2 15 5 1土 3 3 2
“ . “

2 2 8 3
.

8 士 2 1
.

0
件 .

99
ù、曰ō、ùt P A ( IV/ ml )

P A I ( A V /m l)

1
.

13 士 0
.

4 1 3 4

3
.

6 8 士 0
.

9 2 3 4

0
.

9 5 土 0
.

2 6
.

3 4 8 士 1
.

0 3

2 2 0
.

9 2 士 0
.

1 5
“

22 4
.

1 3士 1
.

4 4

t P A/ P A I 5 9 0
.

2 8 土 0
.

0 5 3 4 0
.

2 7 士 0
.

0 5 2 2 0
.

2 2 士 0
.

0 6 二

3 讨 论

与正常比较
.

尸 < 0
.

05
, ` “

尸 < 0
.

01
, `

” P < 0
.

0 01

化状态
,

并参与血栓形 成 或进程
,

T XB
: 、

G M P

14 0 是较特异和较敏感的血小板活化指标
。

脑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病机理极 为复杂
,

近年

来随着对血小板
、

白细胞
、

内皮细胞 ( E C )研究的深

入
,

发现包括增龄
、

高血压
、

糖尿病
、

高血脂及病毒

感染等均可导致 E C 受损
,

故而是脑动脉粥样硬化

的启始原因
。

白细胞
、

血小板 易在受损部位粘附
、

聚集
。

活化的血小板
、

白细胞相互作用
,

对 E C 有

生物效应
,

并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

单核细胞

浸润
,

促进了脂质沉积
、

粘 附的多形核 白细胞可损

害 E C
,

这些细胞间的相互作 用促进了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生
、

发展 〔̀ }
。

受损 的 E c 促使纤溶平衡机

制 tP 习 P A I 的失衡
,

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脑血栓 的

形成
。

T X A Z
是花生四烯酸环氧化酶在血小板上 的

代谢物
,

活化的血小板释 放 T X A Z 增加
,

增 加 的

T X A Z 反过来促进血管强烈收缩和 血小板 聚集
。

GM P 一 14 0 为血小板
a
颗粒膜蛋 白

,

正常情况 下

很少在血小板膜上表达
,

当血小板活化而被破坏
,

G M P 一 14 0 可大量在血小板表面暴露
,

是血小板

特异性指标
。

本文 显示脑动脉硬 化
、

脑血栓患者

T X B Z 、

GM P 一 14 0 明显升高
,

且 脑血栓 比脑 动脉

硬化有升高趋势
,

提示脑动脉硬化存在 血小板活

血管 内皮细胞表面对于维持血液流态性的调

节是主动而 又复杂的 2[]
。

E c 介导生成 的血管松

驰因子 P G I: 和 N O 与血管收缩 因子 E T
,

共同维

持着血管紧张度和 一些细胞聚集性
,

增 殖等作用

的平衡
。

P G I: 是花生 四烯酸环氧化酶代谢物
,

具

有强烈的扩张血管和抗血小板聚集等作 用
,

PGI
Z

与 T X A Z
的平衡在血管舒缩

、

血栓的形成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3[]
。

E T 是近年发现 的最强 的血管收

缩因子
,

参与脑缺血
、

脑水肿的病理生理过程
,

增

加脑组织 内水
、

钠含量
,

促进缺血性脑水肿 的发

生
、

发展闭
。

本文资料显示脑血栓患者血浆 6 一 K

一 P G F aI 明显降低
,

E T 明显 升高
,

而脑动脉硬化

组 6 一 K 一 P G lF
a 、

E T 变化 不 明显
,

此结果与文

献风
5 〕报道相 符

。

提示脑血管病患者存在 E c 受

损
,

而 P G I : 降低与 E T 升高可能加剧 了脑动脉硬

化的进程
。

E C 介导生成的 tP A 与 P A I 是调节纤溶活性

的一对重要 的物质
。

E C 表面对纤溶 的精细调节

一旦遭 到破坏
,

则可 能 导致 血 管壁血凝 块的形

成 [2 〕
。

本文资料显示脑动脉硬化患者 tP A 活性明

显降低
、

tP刀 P A I 指数有降低但不明显
,

脑血栓患

者 tP A
、

tP A/ P A I 均明显降低
,

此结果与文献 f6] 报



道相符
,

提示脑血管病患 者存在 E C 受损
,

tP A

任泊 /卫今J是预测血趁形成倾向的良好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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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s t u d y t h e e f f e e t s a n d e l i n i e a l s i g n if i e a n e e o f p la sm a l t h or m b o x a n e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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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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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l。 m e m b r a n e。 p or t e i。 一 1 4 0 ( G M P 一 1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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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I 一 1 ) i n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e e r e b r a l a r t e r io s e l 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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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h o d s :
P l a s m a T X BZ

,

G M P 一

14 0
,

6 一 K 一 P G F I a a n d E T l e v e l s w e r e d e t e rm in e d b y r a d i o im m u
on

a s s a y
.

P la s m a t P A a n d PA I w e r e d e -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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