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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下表达增加。除了介导细胞与细胞间的粘附，还

可通过与纤维蛋白原和透明质酸结合诱导，参与细

胞的增生和迁移怕J。slCAM一1由蛋白酶裂解使细胞

成分脱落而来，其可与膜型ICAM一1竞争结合配体而

调节细胞问的粘附，还可促发表面含有相应配体的

效应细胞而启动免疫反应，促进炎症的发生。血浆

slCAM-1水平可以反映细胞表面ICAM一1的表达情

况o 7I。本研究中UAP和AMI患者血清slCAM一1浓

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说明急性冠脉综合征存在炎

症反应，ICAM一1参与了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发病过

程。本研究还显示，血清slCAM一1与冠状动脉受累

血管病变数存在相关性，提示ICAM一1还与动脉粥样

硬化的范围和程度相关，可以作为冠心病病情监测

的指标。

CRP是炎症反应的急性时相反应物，许多研究

表明UAP患者CRP水平升高并提示预后不良-8 J。

近有研究表明，CRP不仅是炎症产物，更具有直接促

进炎症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可以改变斑块

结构，促使斑块破裂旧j。本研究显示，AMI患者CRP

水平明显升高，证实其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

中发挥了作用。本研究中UAP患者CRP水平较对

照组虽有升高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与其他

文献报道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与本研究中对

照组病例并非正常对照，而是多有高血脂、高血糖、

高血压、吸烟等高危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引起血清

CRP升高，在研究中我们也确实看到，对照组的血清

CRP水平高达6．2 mg／L，冠脉造影结果也显示部分

病例冠脉已有明显病变，只不过尚未达到冠心病诊

断标准而已。此外，虽然本研究3组病例中服用

ACEI、阿司匹林、他汀类降脂药等药物者从数量上

基本平衡，但各组服用药物的时间仍有较大差别，从

数天至数月不等，这也是影响炎症因子表达的混杂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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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滤器保护装置均存在不同大小的微

孔，因此与球囊阻塞保护装置比较，滤器保护装置

(Angioguad删)可以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维持远端血流

灌注，减少远端缺血旧J。所以，对于血管病变严重的

患者，尤其是存在双侧颈动脉病变的患者，滤器保护

装置较球囊阻塞保护装置可能更有优势，可以提供

更为安全的保护。本组中3例双侧病变者均成功使

用Angiogu一眦DPD，所出现的心动过缓和停跳，一
部分为迷走反射，另一部分考虑为脑缺血所致，对这

类患者应当缩短扩张时间。

本组7例患者都存在严重的冠脉多支病变，均

可以很好地耐受CAS术，其中5例术后行CABG术，

住院期间无新发脑血管意外。初步应用经验表明，

在严重冠心病多支病变患者CAS中应用

Angiogu一1M DPD行远端保护是安全有效的，可以有

效防止支架术中局部斑块破裂脱落引起的远端脑循

环栓塞。对合并严重颈动脉狭窄的冠心病多支病变

患者，CABG术前行CAS可有效改善脑灌注，减少体

外循环脑灌注降低相关的神经系统并发症，近期疗

效满意，中远期疗效尚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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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资料显示，主要死亡原因为脑并发症，占

42．9％，因此减少和预防脑并发症尤为重要。文献

统计，CABG后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发

生率在2％～11％，是CABG术后的主要致死原因。

脑并发症的预后不良，关键在于预防。目前公认的

与CABG手术相关的引起脑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是升

主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脱落造成的脑动脉栓塞和颈

动脉狭窄，两种原因要占到脑并发症的60％以上。

作者认为，应该对高龄患者加强术前的筛选检查和

术中管理，如常规进行颈动脉造影和颈动脉超声，术

中对升主动脉进行表面触诊和食道超声检查。发现

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颈动脉狭窄(指狭窄程度>

70％)，要行分期或同期的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发现

升主动脉病变的，要改变传统的手术方式，采取

OPCAB，全动脉搭桥等不对升主动脉进行直接操作

的手术方法巧’60。

本组中NYH心功能3～4级为导致死亡的独立

相关危险因素，说明高龄患者如果合并恶化的心脏功

能，手术风险明显增加。文献显示，高龄患者的心肌对

缺氧和缺血的耐受力明显低于年轻患者一J，心肌功能

的储备差。5年生存率为65％，10年为33％旧J。笔者

认为，对心功能不全的高龄患者，必要的术前准备是重

要的，在循环稳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加强静养

和强心、利尿等基础治疗，待心功能有所好转后，再择

期完成CABG手术，可以降低手术死亡率。

本组资料显示，高龄患者CABG总体效果令人

满意，死亡率在可接受的范围。绝大部分患者术后

无心绞痛的困扰，心功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提

高‘3|，中期生存率良好。因此，CABG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冠心病的手段。

参考文献

1 Chamberlain MH，Aseione R，Reeves BC，et a1．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in

hi出risk patients：an observational study．Ann Thorac Surg，

2002．73：1866—1873．

2 Christenson JT，Simonet F，Schmuziger M．7Ihe influence of age

on the outcome of primary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J

Cardiovasc Surg(Torino)，1999，40：333—338．

3 Lee JH，Swain B，Andrey J，et a1．Fast track recovery of eld—

erly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patients．Ann Thorac Surg，1999，

68：437—441．

4 Ascione R，Rees K，Santo K，et a1．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in patients over 70 years old：the influence of age and

surgical technique on early and mid-terrn clinical outcomes．Eur

J Cardiot}lorae Surg，2002，22：124—128．

5 Demers P，Cartier R．Multivessel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

pass surgery in the elderly．Eur J Cardiothorae Surg，2001，20：

908—912．

6 Meharwal ZS，Mishra YK，Kohli V，et a1．Off-pump multives—

sel coronary artery surgery in high-risk patients．Ann Thorac

Surg，2002，74：S1353一S1357．

7 Mariani J，Ou R，Bailey M，et a1．Tolerance to ischemia and

hypoxia is reduced in aged human myocardium．J Thorac

Cardiovasc Surg，2000，120：660-667．

8 Islamoglu F，Apaydin AZ，Ozbaran M，et a1．Predictors of out—

come after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in patients wi山left ventricu—

lar dysfunction．Anadolu Kardiyol Derg，2002，2：26—34．

·消 息·

《心脑血管病防治》杂志征稿征订启事
《心脑血管病防治》杂志是经科技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核批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刊号：CN33—12521R，

ISSNl009—816X)，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等国内权威数据库收入，并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本刊主要报道心、脑、血管病学术领域的科研成果和临床

内、外科诊治经验，以及有关心脑血管病的社区人群防治和健康指导经验等。《心脑血管病防治》杂志的主要栏目有：专家述

评与讲座、论著、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临床实践、社区人群防治、综述、中西医结合、经验交流、护理园地、最新网上医讯等。欢

迎踊跃投稿。

《心脑血管病防治》杂志为双月刊，每期定价7元，全年42元。请通过邮局直接汇款至编辑部邮购(汇款单上请注明“订购

杂志”，本刊将按期免费邮寄)。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灵隐号12号《心脑血管病防治》杂志编辑部，邮编：310013

联系人：郑海农，蒋爱敏电话：0571．87987373—5182；E—mail：xnxgbfz@china．eom

  万方数据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05年9月第4卷第3期Chin J Muh吩n Dis Elderly sep 2005 Vol 4 No 3 ‘203‘

AS的局部血管的内皮细胞具有更新增加的现象，说

明内皮细胞更新和此前的细胞凋亡与AS斑块形成

有关。凋亡加速使内皮细胞更新增加，从而改变内

皮细胞功能，诱发AS发生。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

可能是AS形成的始发步骤【3J。由于凋亡细胞的

DNA在内源性核酸酶的作用下裂解成200 bp或与

之成倍的寡核苷酸，故在细胞经去垢剂在膜上打孑L

后，小片段DNA会泄漏出来，因此凋亡细胞的DNA

含量比正常细胞少，在经过染色后显示DNA峰时，

会在正常2倍体DNA峰G，之前出现一个小峰凡，

可以根据此峰的大小推测出发生凋亡细胞的量。本

研究经PI染色流式细胞分析仪检测到亚二倍体的

凋亡内皮细胞，且细胞凋亡率与HcvT呈时问浓度依

赖性关系。细胞与1 mmol／L I-IcyT共同孵育12 h，即

可发生显著性凋亡。凋亡细胞DNA在内源性核酸

酶的作用下与核小体连接处发生断裂，DNA随之裂

解成200 bp或与之成倍的寡聚核小体。而坏死细

胞中无这种核酸内切酶活化，其细胞DNA只是发生

随机断裂。故而在核酸琼脂糖电泳时，凋亡的细胞

DNA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状如“楼梯”的电泳条带，

而坏死细胞则无这种梯带出现。本研究核酸琼脂糖

电泳结果证实HcyT可诱导HUVEC发生凋亡性损

伤。目前，HcyT致血管病变的机制还不很明确，相

关研究发现HcyT在体内还可与蛋白质发生反应，使

其同型半胱氨酸化，同型半胱氨酸化低密度脂蛋白

不仅易被巨噬细胞所摄取，还可以增加人主动脉血

管内皮细胞的脂质过氧化损伤¨J。Jakubowski[5]发

现人血管内皮细胞蛋白质同型半胱氨酸化程度依赖

于Hcy／Met(依赖于叶酸)。

HevT在体内代谢转化过程中，可以使生化反应

中的自由基调控机制失活，导致ROS的生成与堆

积。本实验以H2一DCF为ROS捕获剂，直接显示细

胞内ROS水平。结果显示，细胞内ROS水平随

HcyT浓度增加而增加，且与细胞凋亡率相关，这提

示ROS可能参与了HcyT诱导细胞凋亡的过程。

ROS是介导细胞凋亡的物质，当细胞受到理化和生

物因素刺激时，它通过细胞膜上NADPH氧化酶系统

产生大量ROS。过多的ROS通过损伤DNA、蛋白

质，脂质过氧化等多种途径诱发细胞发生凋亡怕。。

本实验结果显示HcyT通过ROS诱导细胞凋

亡，这可能是Hcy致血管病变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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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

原发性系统性小血管炎包括韦格纳肉芽肿(Wegener’s

granulomatosis,WG)、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fis，Ⅷ)A)和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Churg-S订auss综

合征)，病人血清中常检测出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ANCA)，称为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ANCA是一类以中

性粒细胞胞浆和单核细胞胞浆成分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

ANCA主要有两种分布形式：一种抗体于胞浆呈均匀分布，被

命名为C-ANCA(cytoplasmic ANCA)；另一种抗体环核分布，称

为P-ANCA(pemuclear ANCA)L2 J。C．ANCA阳性可见于WG

(80％一90％)，御A(20％一40％)，特发性坏死性新月体肾炎

(20％～40％)，Churg—Strauss综合征(35％)；P-ANCA阳性可

见于MPA(50％)，特发性坏死性新月体肾炎(50％)，Chttrg-

Strauss综合征(35％)等。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肾损害，90％

的患者表现为肾小球毛细血管局灶节段性纤维素样坏死和

新月体形成。未累及到的肾小球几乎正常或仅有肾小管间

质炎症。免疫荧光显示80％的ANCA相关小m管炎，特别是

WG、MPA在肾小球毛细血管壁无或仅有微量免疫球蛋白和

补体成分沉积【3j。有10％～30％的患者也可有抗肾小球基

底膜抗体相关性肾炎或免疫复合物性肾炎。电镜下ANCA

相关性小血管炎的肾小球肾炎通常无电子致密物沉积。

本组5例病人中，其中4个病理有新月体形成，但并不

是每一例ANCA相关小血管炎均有典型的节段性坏死性肾

小球肾炎病理改变。免疫荧光显示2例IsA一，符合Iga肾

病诊断，可见并非所有的病例都具有仅微量免疫球蛋白和补

体成分沉积这一特点。因此，ANCA相关小血管炎肾损害的

诊断应结合血清学及病理等综合判定。其治疗强调分阶段，

分为诱导缓解、维持缓解以及复发的治疗HJ。诱导治疗常规

采用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联合用药的原则；对于重要脏

器受损的重症病人，如新月体肾炎、肾小球或小动脉纤维样

坏死、肺出血等的诱导治疗初期，可应用甲泼尼龙冲击治疗；

合并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严重肺出血和表现为急性肾衰竭

起病时依赖透析者可采用血浆置换。维持治疗通常在3个

月内将强的松逐渐减量到20 IIlg，然后进一步减量；细胞毒药

物的用法及用量随个体不同而异。复发的治疗建议在病情

出现小的波动时，可以适当增加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

剂量；而病情出现大的反复时，则需要重新开始诱导缓解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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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m×2．5 em，光镜下为肝海绵状血管瘤。此外肝

脏淤血、淤胆明显，汇管区慢性炎细胞浸润，纤维组

织增生。(2)脾增大，重量为302 g，(正常为110。

200 g)镜下有明显淤血现象。(3)双肺与胸壁粘连

明显，光镜下见胸膜纤维组织增生明显、肺淤血，局

部水肿伴炎细胞浸润。(4)胸腔积液，左侧500 ml，

右侧550 ml，虽然影像学检查提示肿瘤骨转移和胸

膜转移，但尸检发现胸膜以炎性纤维组织增生为主

要病变，并未发现肿瘤。此外，由于限于尸检标本中

骨组织取材的局限，双侧胸部第4、5肋骨多处取材，

未发现肿瘤组织。

老年肝功能损害20％与治疗用药有关，患者有

应用抗结核药(雷米封、链霉素)后肝功受损病史，多

次肝炎病毒血清学检查及免疫指标检查均为阴性，

基本排除病毒性肝炎、免疫性肝炎，药物性肝炎诊断

明确。药物性肝损害一般是可逆的，停药后可自动

恢复，但该患者的药物对肝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并

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肝癌，较少见，不排除存在其他

未知类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可能。患者1983年始B

超、cT等影像学诊断提示肝脏多发血管瘤，直至

2001年6月肝脏CT提示肝左外叶7．2 em×5．3 cm

占位性病变影像学表现部分符合肝细胞癌，但结合

B超、MRI影象学检查，确诊为血管瘤纤维化、机化。

2年后肝内多发占位明确诊断为肝癌，且有门脉癌

栓、多发骨转移，已为肝癌晚期。尸检亦证明肝内多

个肿瘤结节，仅于方叶见一海绵状血管瘤。因肝血

管瘤与肝细胞癌组织来源不同，肝细胞癌不会由肝

血管瘤发展而来。由于患者自发病以来，始终未行

肝穿活检，缺乏病理诊断金标准，而各种影像学检查

不能作为确诊的绝对依据，考虑最初肝内多发占位

为肝腺瘤或局灶性增生可能性大。此外，原发性肝

细胞癌通常为单发且伴有AFP的升高，该患者为多

灶性病变且AFP始终在正常范围。药物性肝炎引

起的硬化及肝癌在细胞类型上与病毒性肝炎引起的

上述病变有何不同，尚待进一步研究。虽然病程中

多次影像学检查提示多处骨转移及门脉癌栓，但尸

检并未证实，可能与尸检取材的局限性有关，因患者

结核病史多年，不排除骨结核的可能。

因患者肝脏肿瘤病灶大、多发，伴多处转移，全

身情况及肝功差，已不适合行积极手术及各种介入

治疗。在院期间主要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不能逆

转病情的发展。死亡原因为原发性多结节肝细胞癌

伴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加之高血压及慢性肺部感

染及胸腔积液，最终导致循环、呼吸多器官功能衰

竭。

(参加讨论医师：刘爱军徐世平吴本俨蔡昌豪杨少波)

(刘婧吴本俨蔡昌豪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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