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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ｖａｓｐ
ｉｎ 浓度检测在冠心病临床诊断及病情程度

评估中的价值分析

彭 艳
，

郑 浩
，
马祥明

，
任明 霞

（
湖北省郧 西县人民 医院心 内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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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 的 分析血清 内 脏脂 肪特 异性丝氣酸蛋 白 酶抑 制剂 （ ｖｉ ｓｃｅｒａｌａｄ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

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ｅｒ 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ｉｎｈ ｉｂｉ ｔｏｒ
，
ｖａｓｐｉｎ

）浓度检测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 （冠心病 ） 临床诊断及病情程度评估中 的价值 。 方法

采用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测 ７０ 例冠心病患者病变程度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 ＥＵＳＡ ）检测冠心病患者和 ６７ 例

对照组患者血清 ｖ ａｓ
ｐ

ｉ ｎ 浓度
，
比较各病变积分组患者的血清 ｖａｓ

ｐ
ｉ ｎ 浓度 。 采用 Ｌｏｇｉ

ｓｔ ｉｃ 回归法分析血清 ｖ ａｓ
ｐｉ
ｎ

浓度与冠心病的相关性 。 结果 观察组血清总胆固醇 、 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浓度及糖尿病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 ０５
）

；
血清 ｖａｓ

ｐ ｉ
ｎ 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５ ） 。 经

Ｌｏ
ｇ

ｉ ｓｔｉ ｃ 回归分析
，

血清 ｖａ ｓ
ｐ

ｉｎ 浓度过低是冠心病发病的 独立危险 因素 （ ／
＞

＜０ ． ０５ ） 。 随着冠状动脉病变积分增加
，

血清 ｖａｓｐ ｉ
ｎ 浓度呈明显降低趋势 （ Ｐ＜０ ． ０５ ） 。 结论 血清 ｖａｓ

ｐ
ｉｎ 浓度检测在冠心病临床诊断及病情程度评估 中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

关键词
：
冠状动脉疾病

；
内脏脂肪特异性丝氨酸蛋 白酶抑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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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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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脏 脂 肪 特异 性 丝 氨 酸 蛋 白 酶 抑 制 剂１
．
４ 血清 Ｖａｓｐ

ｉｎ 浓度检测方法

（ ｖｉ ｓｃｅｒａｌａｄｉｐｏｓｅｔ ｉｓｓｕｅ
－ｄｅ ｒｉｖｅｄｓｅｒ ｉｎｅｐｒｏ

ｔｅａｓｅ两组患者人院次 日 清晨在空腹状态下抽取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 ｒ
，ｖａｓｐ

ｉｎ
） 是
一种新型脂肪因子

，
其在体内部静脉血液 ５ｍＬ

，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处理 １５ｍ ｉｎ
，

的合成 、分泌和表达等过程可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分离血清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
ＥＬＩＳＡ ）检测血

响作用
，
且与肥胖 、 ２ 型糖尿病和 心血管疾病等Ｖａ ｓｐ ｉｎ 浓度 。 采用全 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三

之 间存在密切 的 相关性关系 ［
１

、 有研究结果显酰 甘 油 （ ｔｒｉａｃｙ ｌｇｌｙ
Ｃｅｒ〇

ｌ
，

ＴＧ ） 、 总 胆 固 醇 （ ｔｏｔａ ｌ

不
，

ｖａｓｐｉｎ 可 明显 增加胰 岛 素 的 敏感性作用 ，
还ｃｈｏ ｌｅｓｔ ｅｒｏ ｌ

，

ＴＣ
）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

ｌｏｗｄｅ ｎｓ
ｉ
ｔ
ｙ

可对脂蛋 白生理代谢过程予 以调节 ，并显著性抑 ｌ ｉｐ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
－

ｃｈｏｌ ｅｓ ｔｅｒｏｌ
，
ＬＤＬ

－

Ｃ
） 、 高密度脂蛋 白 胆

制炎症反应
，
可成 为诊断各种代谢性疾病的敏感固醇 （

ｈ 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 ｔｅ ｉｎ－ ｃｈｏｌｅ ｓ ｔｅｒｏ ｌ
，

ＨＤＬ－Ｃ
）

性实验室指标 ｍ 。 近 些年相关研究证实
，
血清浓度 。

ｖａｓｐ
ｉｎ 浓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 冠心１ ． ５ 统计学分析

病 ） 发生风险性 、冠状动脉血管病变支数之间存本研究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统计软件予以分

在负 相关 ［
３ ＜

。 因此 ，
本研究拟分析血 清 ｖａｓｐ

ｉｎ析 。计量资料以 （
知ｓ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ｆ检验。计

浓度检测在冠心病临床诊 断及病情程度评估 中数资料以率表示
，
采用 ；＾ 检验 。 多 因素分析采用

的价值 。Ｌｏｇ
ｉｓｔ ｉｃ 回归法 。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１ 资料和方法２ 结 果

１ ． １
一般资料２ ． １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７０ 例冠心病患者均为郧西县人民医院 ２０ １ ３年观察组血清 ＴＣ 、
ＬＤＬ－Ｃ 浓度及糖尿病发生率

９ 月 至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期间住 院治疗的患 者 ，
经冠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Ｐ＜０ ． ０５
） ，
血清 ｖａｓｐ

ｉｎ 浓度明

状动脉造影术检查均 已确诊 。 除外标准 ： （
１

）原发显低于对照组 （
Ｐ＜０ ． ０５

） ，
见表 １ 和表 ２

。

性心肌病 ； （
２

）
合并有肝及肾功能严重障碍表现

；

（ ３ ）急性心肌梗死 ； （
４

）合并有严重急 、慢性感染性？ ｉ［
？

（
％

） ］

疾病
； （

５
） 合并有恶性肿瘤疾病 ； （

６
） 凝血功能异＾ ＾ ＿

＿ 雙

常 。 选择同期住院治疗有胸痛症状而已 除外心脏
冠心病组 ７〇４〇 （ ５７ ．

丨 ） 叫 ５８ ． ６ ）２ ２ （儿 ４ ）２〇
（
２８ ．６

）

对照组６７３ ８ （ ５６ ． ７ ）３７ （ ５５ ． ２
）１ ２ （ １ ７ ． ９ ）

＊

 １４
（
２０ ．９

）

疾患 的 ６７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

注
：
与对顧＿

，

？福



１ ．２ 冠状动脉造影方法

均选择桡动脉径路进行检查
，
如左前降支 、

左２．２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回旋支 、 右冠状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狭窄 程度 ＆经 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 回 归 分析 ，

血 清 ｖ ａｓｐ
ｉｎ 浓度过

５０％
，
则可诊断为冠心病 。 所有造影图像分析均 由低是冠心病发病 的独立危险 因 素 （ Ｐ＜ ０ ． ０５ ） ，

见

两名心脏介入科医师进行判定 。表 ３
。

１ ．３ 冠状动脉病变积分评估标准

采用 累计积分法对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 ３ 触＿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邮錄關

予 以评估
，
对每支冠状动脉每处病变予 以记分 ，变量值标准误０／？ 值９５％Ｃ ＩＰ值

１分
：
动脉狭窄程度 ＜５０％

；
２分

：
５０％矣动脉狭窄程

Ｔｅ２ ＇ ４２２° － ６３ ８９ ． １７ ２０ ．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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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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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８ ． ３５ ５０ ．０００

数累加 即为狭窄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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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４ 。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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