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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提取物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的影响及相关

因素

梁新剑
，董 少红 ， 罗林杰

，
李 军

（深圳 市人民 医 院 ，
广 东深圳 ５ １ ８０２０ ）

摘要 ： 目 的 观察银杏叶提取物 （ ｇｉ
ｎｋｇ

ｏｂ ｉｌｏｂ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
，
Ｅｇｂ ） 对血管平滑肌细胞 （

ｖａｓｃｕ
ｌ
ａ ｒｓｍｏｏｔｈｍｕ ｓｃ

ｌ
ｅ ｃｅ

ｌｌ
，

ＶＳＭＣ
）
凋亡的影响

，

初步探讨其可能机制 。 方法 采用组织贴块法培养胎儿主动脉 ＶＳＭＣ 。 在不同 Ｅｇｂ 浓度及

培养时间下
，
检测各组细胞凋亡率

，

并检测 Ｆａｓ 及 Ｂ ｃ ｌ
－

２ 的表达量 。 结果 凋亡细胞比率结果显示
，
Ｅｇ

ｂ 组凋亡

细胞比率明显增加 ，
在浓度为 ８００｜

ｘ
ｇ
／ｍＬ 时间为 ２４ｈ 组的凋亡细胞 比率最髙 ，

而且最高值 已经达到 了３５ ． ５０％

± ０ ．６３％
；
Ｆａｓ 蛋 白 阳性细 胞率与 Ｅ

ｇ
ｂ 浓度和时间的增加呈现

一

定的 正相关 。 Ｆａｓ 蛋 白 阳性 细胞率在 ６ｈ 组 为

５ ．６７％ ± １ ．０４％
，
２４ｈ 组增加 为 １ １ ．００％ ±０ ． ５６％ 左右

，
Ｅｇｂ 在浓 度为 ８００ｊ

ｘ
ｇ／
ｍＬ 时间 为 ２４ｈ 组 比率 最高达 到

３３ ．２ ０％± １ ．２２％
；
Ｂｃ ｌ

－

２ 蛋 白 阳性细胞率与 Ｅｇｂ 浓度和作用时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
Ｅｇｂ 组在浓度为 ８００ｐｇ／ｍＬ

时间为 ２４ｈ 组 比率降低到 ８ ． ３３％ ±０ ． ８７％ 。 结论 Ｅ ｇｂ 可 以诱导 ＶＳＭＣ 的凋亡
；
Ｅｇｂ 诱导 ＶＳＭＣ 的凋亡过程与

Ｆａｓ 表达增加和 Ｂ ｃ ｌ
－

２ 的表达减少有着直接 的联系 。

关键词 ：平滑肌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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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凋亡细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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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是银杏科植物
，

国 内 、外许多学者都对其挥药理活性的主要成分 。 银杏叶提取物 （ ｇ
ｉｎｋｇｏ

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
其中银杏ｂｉ ｌｏｂ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

，
Ｅｇｂ ）为现代制药工艺从传统中药银

叶的研究最引人注 目
，
银杏叶的化学成分复杂

，
黄杏叶 中提取出 的有 效成分

，

近年来 的研究显示

酮类 、
萜内 酯类和聚异戊烯醇类物质是银杏叶发Ｅｇｂ 具有抑制血小板异常聚集 、抗血栓形成 、提高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
抗 自 由基等作用

，
但 Ｅｇｂ 对

作者简介 ：梁新剑 （
１９７８

－

）
， 男 ，

主 治医 师 ，
研究方向 为冠心病介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 响研究较少 。 为 了深入了 解

人治疗 。Ｅｇｂ 对机体的影响和作用 ，
为临床制药和用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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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６

， Ｖｏ ｌ２２
， Ｎｏ １

供依据
，
笔者进行了Ｅｇｂ 对胎儿血管平滑肌细胞学意义 。

影响的相关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１

？

２结 呆

１２
．
１ 不同 Ｅｇｂ 浓度及賴组调亡细胞比率比较

１ ． １ 主要试剂从空 白对照组的实验结果来看
，
凋亡细胞比

本次研究使用到 的试剂主要有
：
鼠抗人 ａ－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不同时间点之间比较差

ａｃ ｔｉｎ 单克隆抗体 （
Ｎｅｕｍ ａｒｋ

，

ＵＳ
）和商品 名 为金纳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５
） ，
２４ ｈ 组为 ２ ． １７％±０ ．

１５％ 〇

多的 Ｅｄｇ 。 用到的主要仪器为 ：

Ｆａｓ－Ｆｉ ｔｃ 标记流式Ｅ
ｇｂ 组凋亡细胞比率比对照组明显增加 ，

Ｅ
ｇｂ 在浓

细胞仪检测试剂 盒 （
Ｐｈａｒｍｉｎｇｅｎ ） ，

Ａ ｎｎｅｘ ｉｎ
－ＶＦ ｉｔｅ度为 ８００

｜

ＪＬｇ／ｍ
Ｌ 时 间为 ２４ｈ 组调亡细胞 比率最

标记联合碘化丙碇 （ ｐｒｏｐ
ｉｄｉｕｍｉｏｄｉ ｄｅ

，

ＰＩ
） 凋亡检高

，
而且最高达到了３ ５ ． ５０％±０ ．６ ３％。 随着时间的延

测试剂盒 （
Ｉｍｕｎｏｔ ｅｃｈ

） 。长、
Ｅ
ｇｂ 浓度的增加 ，

其细胞凋亡率的增力卩
，
组间 比

１ ．２ 细胞培养方法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〇 ．〇５ ） ，

详见表 １
。

取水囊引产胎儿 。 无菌条件下取得主动脉平

滑肌层 。 参考 ＣａｍＰｂｅ ｌ ｌ

［

Ｉ

＾消化组织贴块法获得表 １ 不 同 Ｅ
ｇ
ｂ 浓度及时 间 组 ＶＳＭＣ 凋亡 细胞率 比较

血管平滑肌原代细胞 。 置于 ３ ７＾
、
５％００

２ 孵箱中［
％

，
加

］

培养 。 ２￣３ 周后呈致密细胞层 。 细胞生长过程呈现时 间 ０／盹
－

ｍＬ
－ ｉ

２００／ Ｍ ．ｇ
－ ｍＬ－４ ００／＾ｇ

－

ｍＬ
－

＇８００／＾ｇ
－

ｍＬ
－

ｉ ｔ  ，

ｉ

．Ａｒ ｔ
－

—

 ｊ ｊ ａａ、ｓ 、
－１

■ 曰４
－＾ｉ ．ｊｒ，

ｖｒｒｒ ｉ／ Ｘｉ ￡ ｂ
＇

／
－ｈ６ｈ０ － ６７ ±０ ．

１ ５２ ． ７０±０ ． ２ ６３ ． ７７±０ ． ２５ ６ ． ６７ ＋０ ．４２

与仓＿点
’
？鼠抗人 ａ

＿ａｅｔ ｉｎ免疫
ｉ ２ ｈ

！
舰

ｉ
５６５７ ±Ｄｉ ２ ｉ ５划８３２３ ５７ ±〇 ５ ｉ

确认细胞为血管平滑
巧
细胞 。 头验所用 的细胞样２４ｈ２ ．

１ ７±０ ．

１ ５ １
０ ．２０± ０ ． ４０２８ ． ２３ ±０ ． ３５３４ ．４３±０ ． ６５

本全部为３
￣

１０代传代细胞 。／
ｒ值９４ ． ００９１ １ ３７ ． ４２３３７４ ７ ．９９ ８４ １７３ ． ６２６

１ ． ３细胞分组方法户值０ ． ０００


〇 〇〇〇


〇〇〇〇


０ ． ０００

细胞分组的过程选取 ３ 个血管平滑肌细胞
，

为 了获得增殖静止 ， 预先使用含 １％小 牛血清的２ ．２ 不同 Ｅｇｂ 浓度及时间组 Ｆａｓ 蛋白 阳性细胞率

ＤＭＥＭ 进行培养
，
接着使用含 ２０％小牛 血清的比较

ＤＭＥＭ 促使血管平滑肌细胞再次进人增殖周期 ，实验结果表 明 Ｆａｓ 蛋 白 阳性细胞率与 Ｅｇｂ 浓

随后分别加人不同浓度 的 Ｅｇｂ 溶液进行培养 。 浓度和时间 的增加呈现
一

定的正相关关系 。 从空 白

度设定分别 为 ：
０

（对照组 ） 、

２００
、
４００ 、 ８００

｜＾／ １＾。对照组的数据来看 ， 蛋白 阳性细胞率在 ６ｈ 组为

分别测量 ６ｈ
、
１２ｈ 、

２４ｈ 组细胞的凋亡率 。５ ． ６７％± １ ．０４％
，
２４ｈ 组增加到 １ １

． ００％± ０ ．５６％
，
在

１
．
４ 凋亡细胞比率测量方法Ｅ

ｇｂ 浓度为 ８００％／ｍＬ 时间为 ２４ ｈ 组 比率最高 ，

胰 酶 消 化 法 收 集 细 胞
，
以 Ｆ ｉｔｅ 标 记 的达到 ３３ ．２０％± １ ． ２２％ 。 不同 Ｅｇｂ 浓度及时间组 Ｆａｓ

Ａｒｍｅｘｉｎ
－Ｖ ５ 吣 染色并加 ＰＩ１ ０ 吣 后 ，

上流式细蛋白 阳性细胞率 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胞仪测量凋亡细胞比率 。 ＡｎｎｅＸ ｉｎ－Ｖ＋／ＰＩ
－象限区０ ． ０５ ） ，

详见表 ２ 。

认定为凋亡细胞 。

１ ． ５Ｆａｓ 蛋 白阳性细胞率测量方法表 ２ 不同 Ｅｇｂ 浓度及时间组 Ｆａｓ 表达率 比较 ［
％

，
无±ｓ

］

胰酶消化法收集细胞
，
离心弃上清 。 加人 Ｆ

ｉ ｔＣ时 间 Ｏ ／ｐｇ
． ｍＬ

－ ｉ

２００／ Ｍ＾ ｍＬ
—

丨

４００ ／
ｆ

ｉｔ
ｇ

．

ｍＬ
－ １

８００ ／
ｉ

ｘ
ｇ

－ ｍＬ
－ １

标记的 Ｆａｓ 单抗 ５｜

ｘＬ染色后
，
上流式细胞仪测量６ ｈ５ ． ６７± １ ． ０４９ ． ８０± １ ．４０１２ ． ７０± ０ ． ８０２０ ． ８ ７ ±０ ． ９３

？士 、｜旦１ ２ｈ８ ． ２７± １ ． ０４ １２ ． ７３±０ ． ９ １１７ ． ７３±０ ． ８６２ ８ ． ２３ ± １ ． ２ １

ＦａＳ
２４ｈ１ １ ． ００±０ ． ５６１６ ． ９３，２ ． ４５２５ ． １７ ± １ ．４ ５３３ ．２０± １ ． ２２

１ ＿６Ｂｅ ｌ
－

２ 蛋白阳性细胞率测量方法續８ ７ ．４４３１０９６ ．４ １７ ３６９ ８ ．００２４０ ３０ ．０ １９

膜酶消化法收集细胞
，
离心弃上清 。 加人 Ｆ ｉ ｔｅｐ值 Ｑ ． ＯＯＯ〇 ．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 〇〇〇

标记的 Ｂｃｌ
－

２单抗 ｆ
ｐＬ染色后 ，

上流式细胞仪测

量 Ｂ ｃｌ
－２ 表达量 。２ ． ３ 不 同 Ｅｇｂ 浓度及时间组 Ｂ ｃｌ

－

２ 蛋 白 阳性细

１
．
７ 统计学分析胞率比较

数据采用 ＳＰＳ Ｓ１ ９ ． ０ 进行处理 。 计量资料用实验数据显示 Ｂｃｌ
－２ 蛋白 阳 性细胞率与 Ｅｇｂ

表示 ，
组间对比用 ｔ 检验 。 计数资料用率表浓度和作用时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通过对

示
，

组间对比用 ；Ｔ

２

检验 。 以 Ｐ＜〇 ．〇５ 为差异有统计空 白对照的对比发现
，
空 白对照组 ６ｈ 的 Ｂｃ 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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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

蛋白阳性细胞率为 ３４ ． ５７％± １ ． ５０％
，
到 ２４ｈ 减少的机制可能通过其对 Ｆａｓ 及 Ｂｃ ｌ

－２ 的影响产生 。

为 ２０ ．９７％± １ ．４６％
，
组间 比较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

，

Ｅｇｂ 在浓度为 ８００ ｜

ｘｇ／ｍＬ

（
Ｐ＜０ ． ０５

） 。 不同 Ｅｇｂ 浓度及时间组 Ｂｄ －２ 蛋 白 阳时间为 ２４ｈ 组凋亡细胞比率最高 ，
而且最高值 已

性细胞率比较 ，
详见表 ３ 。经达到了３５ ． ５０％±０ ． ６３％ 。 随着时间 的延长 、

Ｅ
ｇｂ

浓度的增加
，
其细胞凋亡率的增加具有统计学意

表 ３ 不同 Ｅｇｂ浓度及ｍ组 Ｂｄ－２ 表达靴较
［
％

，到义 （
Ｐ＜０ ．０５ ） ；而从 Ｆａｓ 蛋 白表达情况来看 ，

Ｆａｓ 蛋白

时 间０／
ｔ

ｉｉｇ
．

ｍＬ
－

丨

２００／Ｍ ．

ｇ
－

ｍＬ
－

＇

４００／＾
？

ｍＬ
＇

１８００／ Ｍ
．

ｇ
－

ｍＬ
１阳性细胞率在６ｈ组为

５
． ６７％± １ ．０４％


，
２４ ｈ组增加

６ ｈ３４ ． ５７ ± １
． ５０２９ ． １ ７±０ ． ８ １２４ ． ９７±０ ． ６０２ １ ． ３３± １ ．０７为１ １ ． ００％ ±０ ．

５６％左右 ，
Ｅｇ

ｂ在浓度为８００｜

Ｘ
ｇ／ｍ

Ｌ

１ ２ｈ３ １
． ５３± ０． ８５１ ９ ． ９０±０ ．８７１ ５ ． ２３± １

． ９ １ １２． ３７±０ ． ５５

时 间 为２４ｈ组Ｆａｓ蛋 白 阳 性细胞 率最 高 达 到
２４ｈ２０． ９７ ± １ ．４６１ ５ ． ３７± １ ． ３６９ ． ８ ７± ０ ． ６４８ ． ３３±０ ． ８７ 、、 ， 、 ｗ＿ 、

Ｆ值１７ ．９５０９３ ． ８２３２５ ． ６ １４７ １ ．６６９３３ ．
２０％ ± １

．
２２％ ，

组 间 比较差异 ，、 有统计学意 义

ｐ值ｏ． ｏｏ ｉ〇 ． 〇〇〇〇 ． 〇〇〇〇 ．〇 〇〇（
Ｐ＜０ ＿０５ ） 。 Ｂｃ ｌ

－ ２蛋 白 阳性 细 胞率在６ｈ时 为

３４ ．５ ７％± １
．
５０％

， 到２４ｈ减少为２０ ． ９７％± １ ． ４６％
，

．
．

＾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 ０５

） ，
提示

＾＾Ｂｃｌ
－

２ 蛋 白 阳性细胞率与 时间及 Ｅ
ｇｂ 浓度呈负相

介入治疗降低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关 。 该研究结论与董少红等Ｗ的研究相一致
，

也

（冠心病 ）患者的病死率 ， 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进
一

步明确 了Ｅｇｂ 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 响及

但支架内再狭窄一直困扰着介入医生 。 虽然药物作用 。

支架及药物球囊 的问世降低 了再狭窄 的发生率 ，虽然药物支架及可吸收支架应用于临床带来

但是冠状动脉再狭窄是一个包含有平滑肌细胞增很多获益
，
但再狭窄 始终是介人医生不能回避的

殖及凋亡以及血管重构 、血管炎症 、血管内皮细胞话题 。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再狭窄涉及到多方面的

增殖等多种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
而血管平滑肌病理生理改变

，
我们的研究揭示诱导血管平滑肌

细胞的凋亡不足可能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 。 有研细胞凋亡可能是
一

个新的方向 。

究发现血管平滑肌细胞在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

成形术 （
ＰＴＣＡ

）
后 ２４ ｈ 即开始增殖

，

４８ ｈ 达到高
：

峰
，

３ ？４ｄ 内处于增殖状态 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开始
’

［
１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ＧＲ ．Ｃｕｌ
ｔ ｕ ｒｅｔｅ ｃｈｎ ｉ

ｑ
ｕｅｓａｎｄ

向内膜迁移⑵
。 伴随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

，

血管 ^
ｔ ｅｃｈ ｎ 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ｃｌ

ｉｎ ｉｃａ 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
 ［＿ 

Ｊ
」

． ＣＪＵｎｂｃ ｉ ，
１ ９９３

 ，ｏ ５
（

１ ２
） ：

平滑肌细胞凋亡也开始加速⑴
。 因此 ，

血管平滑肌５〇 １
—

５〇２ ．

细胞调亡受阻可能是血管再狭窄发病机制 中的
一

［
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Ｌ

， ＪＡＣＫＳＯＮＪＬ ，ｅ ｔａｌ ．ＭＭＰ－７

个重要环节 。 Ｆａｓ蛋 白多利 １
组织细中 ＾＾在 。 有ｍｅｄ ｉａｔｅ ｓｃｌｅ ａｖ ａ

ｇ
ｅｏｆＮ －

ｃ 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ｎｄ
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ｓ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 ｌｅ

研究表明
一

氧化氮供体可以通过上调 Ｆａｓ 的表达
ｃ ｅｌｌａ

ｐ
Ｇ
ｐ

ｔ〇ｓｉ Ｓ
［ ；

ｌ
］

＇Ｃ 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ＫｅＳ ’２〇 ｌＧ
，
８７

（
ｌ ｈ １３７

－

１ ４６ ＇

量诱导培养的平滑肌细胞凋亡⑷ 。［
３

］ＣＨＥＮＣＨ
，
ＨＯＹ Ｃ

’ＨＯＨ Ｈ ， ｅｔａｌ ．Ｃｙ ｓｔｅ ｉｎｅ
－ｒｉｃｈ ｐ

ｍｔｅｉ ｎ２

ａｌ
ｔｅ ｒｓ ｐ ｌ ３０Ｃａ ｓｌｏｃａ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 ｉ

ｂ
ｉｔｓｖａｓ ｃｕ ｌａｒｓｍｏｏｔ

ｈｍｕ ｓｃｌ ｅ

影响平滑肌细胞凋亡现象的重要作用因数为 ｃｅｌｌ ｍｉ

ｇ
ｒａｔｉ ｏｎ

Ｃ Ｊ ］
．Ｃａｒｄ ｉｏｖａｓｃＲｅｓ

，
２０ １

３
，
１００

（
３

） ：４６ １
－

４７ １
．

Ｂｃ ｌ

－

２ 的表达减少 。 通过对人的原发型动脉粥样［
４

］ＵＬ
，
ＣＨＥＮＨＺ

，
ＺＨＡＮＧＺ

Ｑ ，
ｅｔａｌ

．Ｕ
ｐ
－

ｒｅ
ｇ
ｕｌ 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Ｆａｓ

硬化以及再狭窄两个过程研究发现
，
Ｂ ｅｌ

－

２的表达 ｌ ｉ

ｇ
ａｎｄｅ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ｂ

ｙ
ｓ ｉｒｔｕ ｉ ｎ１ ｉｎｂｏｔ ｈｆｌｏｗ －

ｒｅｓ ｔ ｒｉｃ ｔ ｅｄｖｅ ｓｓｅｌｓ

存在于两种损伤过程 中
，

而且只存在于 中膜的血
ａｎｄｓｅｒｕｍ

＿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 ｅｄ 卿⑶＾
＂

Ｓｍ°° ｔｈｍｕｓｄｅＣｅ ｌｌｓ ⑴ ＿Ｃｈ ｉｎ

管壁中⑷ 。 有研究发现牛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凋亡
Ｍｅｄ Ｓｅ ｉ Ｉ ’

２〇Ｕ
’
２８ｄ ：

６５
－

７ １
＇

［
５

］ＯＲＬＡＮＤＩ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Ｎ ＩＡ

，ＣＯＣＣＨＩＡ Ｄ
，ｅｔａｌ

．Ｐｈｅｎｏ－

与对照组相比 ， 前者的调亡细胞
Ｂｄ－２

表达量 月^ ｔ

ｙｐ
ｉ ｃｈｅ．ｒｏ

ｇ
ｅｎｅ ．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 ｎｃｅ ｓａ

ｐ
ｏ
ｐ

．ｏｔ ｉｃｓｕｓ ｃｅ
ｐ

ｔｉｂｉｌｉｔ
ｙ

ｔｏ ｒｅｔ ｉｎｏ ｉｃ

显少于后者 。 Ｅｇｂ 是从银杏树的果实 以及叶子的丙 ａｃ ｉｄａｎｄｃｉ ｓ
－

ｐ
ｌ ａｔ ｉｎｕｍｏｆｒａｔａｒｔ ｅｒ ｉａｌ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 ｌ ｅｃｅｌ ｌ ｓｉｎ

酬溶液中提取获得 ， 研究表明Ｅｇｂ可 以诱导人肝 ｖｉｔｒｏ
： ｉｍ

ｐ
ｌｉｃ ａｔｉ 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ｅｖ Ｄ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 ｌｉｎ ｔｉｍａ ｌ

癌ＨｅｐＧ２细胞调亡 ［
７

］

，
同时又可 以保护 腎小管上

ｔｈ ｉｃｋｅｎｉ ｎ
ｇ ［ Ｊ ］

＿Ａｒｔｅｒｉｏ ｓｃ ｌ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ＶａｓｅＢ ｉｏ ｌ
，
２００ １

，
２ １

（
９

） ：

皮细胞
，
对抗过氧化氢的诱导凋亡作用 ［ ８ ］

。 本研究
， 

＿

＿
—
—一

—
［

６
］ＷＡＮＧＴ

，ＤＯＮＧＣＭ
，
ＳＵＳＡＮ Ｃ

，ｅｔａ ｌ
．Ｏｖｅ ｒｅｘ

ｐ
ｒ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在体外培养的条件下 ，
证实 Ｅｇｂ 可 以诱导血管平ｓｏｌｕ ｂｌｅＦａｓａ ｔｔｅｎｕ ａｔｅ ｓ＾ａｒｔｅｎｏｓｃ ｌｅ＾ｉ ｎｒａｔａ〇ｒｔｉ 〇

滑肌细胞凋亡后
，
进
一

步检测 Ｆａｓ 及 Ｂｃ ｌ
－２ 表达ａｌｌ ｏ

ｇ
ｒａｆｔ ｓ

［ Ｊ ］
． Ｃ ｉ ｒ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１ ０６ （ １９
） ：１ ５３６

－

１５４２ ．

率
，
研究结果显示 ，

Ｅｇｂ 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
下转第 ９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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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支架挤压法 。 操作中 送入导丝成功穿过脱载支架至

ＩｐＤ １ 远端 ， 但直径 １ ． ２５ｍｍ 球拋未能进人支架 （考虑导丝部

＾分进人支架陋 ） 。 送 人第二根导丝制行多根导 丝缠绕

或支架挤压法 ， 却再次侥幸穿过脱载支架 ， 并成功送 人直

径 １ ．２５ｍｍ 球旗 ， 分别 以直径 １
．２ ５ｍｍ 、 ２ ．０ｍｍ 、 ２ ． ５ｍｍ 多

球旗 分段依次原地释放 支架 ： 接 着处理左前降支病变时 ，

将 Ｄ Ｉ 突人左前降支的 支架贴至血管
一

侧 ， 保证左前降 支

主干血流
， 本例 患者虽成功完成手术 ，

但存在侥幸因素 ：

（
１

）
双导丝 及球囊成功进 人脱载 支架内

； （
２ ） Ｄ １ 血管 尚 匹

Ａ配直径 ２ ． ５ｍｍ 的 支架 。
＇

ＨＰ＾

本案例的经验教训 ：⑴ 支架植人前 ，
需充分正确判断

％ｉｅ血管病变解剖特点
，

选择恰当 的支架 、指 引导管及导丝
，

一＇
出里瓶行充分的预扩张

，

尤其是严重钙化扭曲病变 ； （
２

）支架

ｆｆｉ ｌ ｉ臟发生后时
，
需冷親考虑包擁状雜旁路雜术在

床后果 ｍ 。 常见成因包括支架球囊绑载不牢 、病变钙化扭内 的 多种措施
，
积极处理

，

以 免继发严重后果 。

曲 、预扩张欠成分 、指 引导管与 冠状动脉 口 同轴性差等 。 目＃＃２

前
，
支架脱载后处理措施主要有微型线 圈摘取器摘取法 、

多根导丝缠绕 、小球囊低压膨胀回撤 、 支架挤压法 、
外科取ｍＨＯＮＧ Ｙ Ｍ

，ＬＥＥ Ｓ Ｒ ．Ａｃ ａｓｅ ｏｆ
ｇ
ｕｉ ｄｅ ｗ ｉ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ｕｒｅｗ ｉｔｈ

出 术或紧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
ＣＡＢＧ

）等 本例患者支架
Ｔ＿ａｎ ｔｆ ｉ ｌａｍｅｍｓ 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ｄｅ ｓｅ ｅｎｄｍ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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