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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冠状动脉心脏病（ＣＨＤ）合并糖尿病（ＤＭ）患者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ＳＡＡ）及 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的表达。方法：选取经冠状动脉造影术（ＣＡＧ）确诊为ＣＨＤ的患者１００例，其中合并 ＤＭ患者４２例为 Ａ
组，单纯ＣＨＤ患者５８例为Ｂ组，同期经ＣＡＧ排除ＣＨＤ的患者３０例为对照组，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ＳＡＡ水平，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ＣＲＰ水平，并与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Ａ
组患者血清 ＳＡＡ明显高于 Ｂ组及对照组，Ａ、Ｂ组血清 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Ｂ组血清ＣＲ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ＳＡＡ与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７３８，
Ｐ＜００５），ＳＡＡ与ＣＲＰ两者呈成正相关性（ｒ＝０８１５，Ｐ＜００５）。结论：ＳＡＡ、ＣＲＰ对ＣＨＤ合并ＤＭ的病情及其
预后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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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心脏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Ｄ）简称冠心病，是心内科常见疾病，近年来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１～３］。ＣＨＤ早期诊治 ＣＨＤ患者
预后有积极影响。局部及全身炎症反应在动脉粥

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Ｓ）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中
起到重要作用［４］，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ｓｅｒｕｍａｍｙ
ｌｏｉｄＡ，ＳＡＡ）及 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Ｐ）是主要的急性时相蛋白，可反映 ＡＳ斑块的
稳定性，对 ＣＨＤ患者的病情及预后的判定具有一
定意义［５］。本研究检测冠状动脉心脏病（ＣＨＤ）合
并糖尿病（ＤＭ）患者血清 ＳＡＡ及 ＣＲＰ水平，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经冠状动脉造影术（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ｉｙ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Ｇ）检查明确诊断的 ＣＨＤ患者１００例，
男５５例，女４５例，年龄５５～７８岁，平均（６４７９±
７７９）岁；合并糖尿病患者４２例为 Ａ组，男２５例，
女１７例，年龄５５～７５岁，平均（６４７８±７７８）岁，
ＤＭ病程 ２～５年，冠脉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３００；单纯
ＣＨＤ患者５８例为 Ｂ组，男 ３０例，女 ２８例，年龄
５６～７８岁，平均（６５０１±７９８）岁，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
分２１５；设同期经ＣＡＧ检查排除 ＣＨＤ患者３０例
为对照组，男２０例，女１０例，年龄５４～７７岁，平均
（６３９±６８０）岁，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１５。
１２　方法

ＳＡＡ、ＣＲＰ试剂盒均购自上海希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生化仪

测定３组被检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ＨＤＬＣ），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提供。采集 ３组研究对象晨起空腹静脉血
５ｍＬ，室温放置２ｈ，离心分离血清，双抗体夹心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 ＳＡＡ水平，速
率散射比浊法测定研究对象 ＣＲＰ水平，检测操作
由检验科副主任检验师完成；全自动生化仪测定３
组ＴＣ、ＴＧ、ＨＤＬ和ＬＤ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处理，定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采用方差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进行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

Ａ、Ｂ组被检者者血清 ＳＡＡ、ＣＲＰ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组间血
清ＣＲ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Ａ、Ｂ组患者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Ａ组患者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显著高于Ｂ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显示，
ＳＡＡ与冠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７３８，Ｐ＜
００５），ＳＡＡ与血糖成正相关（ｒ＝０６５８，Ｐ＜
００５），ＳＡＡ与ＣＲＰ两者呈成正相关性（ｒ＝０８１５，
Ｐ＜００５）。

表１　３组患者血清ＳＡＡ、ＣＲＰ比较（ｍｇ／Ｌ）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ＳＡＡ，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ｎ ＳＡＡ ＣＲＰ
Ａ组 ４２ ９３３±１１３（１）（２） ９１３±１１２（１）

Ｂ组 ５８ ６４３±１３３（１） ８５０±１７５（１）

对照组 ３０ ２１７±０５９ １０５±０５２
（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２）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ＨＤ是常见的心脏疾病，主要病理表现为 ＡＳ
引起冠状动脉狭窄诱发心肌供血不足，导致的心肌

功能障碍和器质性病变，亦被称为缺血性心肌病，

是近年来导致人类死亡的首要病因［６］。有学者认

为，炎症以及细胞因子的连锁反应在 ＡＳ发展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７］。另有研究证实，ＳＡＡ、ＣＲＰ可反
映ＡＳ斑块的稳定性，对 ＣＨＤ患者的病情及预后
的判定具有一定意义［８］。

ＳＡＡ是急性时相蛋白，存在于各种脊椎动物
中，主要由肝细胞产生，正常情况下以衡量水平存

在，但在炎症刺激后可快速上升。ＳＡＡ亦是较敏
感的炎症标志物，炎症急性期后的血清 ＳＡＡ水平
增高与ＡＳ的进展关系密切。ＳＡＡ可刺激机体免
疫反应，聚集 Ｔ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中性粒细
胞，可直接参与 ＡＳ炎症反应过程［９］。因此，检查

血清ＳＡＡ水平，可评价 ＡＳ的活动性及治疗反应。
ＤＭ患者可同时伴有糖、脂代谢异常，这些代谢异
常均可促进ＡＳ形成。有研究证实，ＳＡＡ具有一定
的调节脂质运转的作用，不仅和ＤＭ合并大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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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有关，亦是亚临床动脉硬化的预测因子［１０］。

ＣＲＰ是非特异性炎症反应最敏感的标志物，在健
康人血清中微量存在，当炎症和组织损伤刺激后，

血中 ＣＲＰ浓度增高，与炎症及组织损伤程度成正
比［４］。有研究证实，ＣＲＰ增高是冠心病的独立危
险因素，与 ＡＭＩ及 ＡＣＳ的预后关系密切［８，１１］。本

研究结果发现，单纯ＣＨＤ患者血清 ＳＡＡ水平显著
高于非 ＣＨＤ患者，ＣＨＤ合并 ＤＭ患者高于单纯
ＣＨＤ患者，表明ＣＨＤ合并 ＤＭ时炎症反应较单纯
ＣＨＤ更加剧烈；另外，ＣＨＤ合并 ＤＭ患者和单纯
ＣＨＤ患者血清 ＣＲＰ水平较非 ＣＨＤ患者显著升
高，但ＣＨＤ合并ＤＭ患者和单纯ＣＨＤ患者间比较
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 ＳＡＡ血清水平短期内升高
较为明显，其血清水平的变化较 ＣＰＲ更易检测有
关；血清 ＳＡＡ与 ＣＲＰ呈正相关性，也说明了 ＳＡＡ
可以作为预测冠心病预后的指标。

本研究结果表明，血清ＳＡＡ、ＣＲＰ水平是 ＣＨＤ
合并 ＤＭ患者较敏感的炎症反应指标，检测 ＳＡＡ、
ＣＲＰ对ＣＨＤ合并ＤＭ的病情及其预后具有一定的
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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